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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建工正在阿尔及利亚建设的住宅项目 晒成“黑人”的陈文孝 津巴布韦国防部图查理上校与记者合影

□本报特派非洲记者 杨智

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馆政务参赞崔春称，“安徽企业
走进非洲最令非洲各界感动和称敬的是，每一位安徽企
业员工不畏艰辛、勤劳吃苦奋斗的‘徽骆驼’创业精神。”
本报特派非洲记者在非洲采访中也亲眼目睹到，许许多
多在非的安徽企业用徽商精神“拼出”了自己的一片天。

非洲大地上“徽骆驼”
荒山野岭“拼出”一片天

驻津巴布韦大使馆官员盛赞，安徽企业开拓进取感动非洲

没水没电
荒山开建6000套住宅

阿尔及利亚是北非国家，紧邻地中海，这个国家的民

众一般均在高山和高地居住，从不居住在平原。

7月11日，记者来到康斯坦汀省帝都什穆拉德镇一个

山地——安徽建工驻地，在此有一个6000套住宅的工地。

工人们正在紧张施工，恰逢阿尔及利亚全国穆斯林斋月，当

地工人不上班。项目部的负责人李大伟介绍，目前工地用

水用电都是自己解决的，因为是斋月，又加康斯坦汀省供电

和城建部门协调没有理顺，施工几个月来，情况都是如此。

为何要如此抢工期呢？李大伟说：“前期签完合同后，

我们赶到这里，被眼前的景象吓一跳。施工在山上，地质

是沙土层，山上遍地野草，施工难度空前。为了如期完工，

我们只有拼了。”施工现场所有阿方当地人都回家过斋月

了，安徽建工的工人从几十公里外买水回来搅拌水泥施

工。一位工人说，拉水时一停下来站一会就能睡着了。

在一个施工深坑中，李大伟介绍，这个坑足有 40 米

深，上方一个20米高山头已被削平，这只是为了建一座6

层高楼房，在合肥这样的深坑取土规模可以建一座30层

高楼了。面对如此大的施工难度，全体工人没有一个退

缩。安徽建工人在这里安营扎寨、落地生根。在没水没

电的情况下，目前6000套住宅已开工16个地块。

2013年10月，为了这6000套住宅的顺利开工，一位

叫李文孝的小伙子是第一个走进这片荒山的。他和另外

一个同事首先来到这里勘察设计。他们每天要翻山越岭

30 公里，没有水喝，更没水洗澡；每天中午 12 点,顶着 40

摄氏度的高温在山上作业，晚上再和同伴搬运器材。一

个月下来，人变得又瘦又黑，被同伴称为“索马里人”。当

与家人特别与自己的女友通电话时，他不敢用视频，都是

打电话互告情况。至今这位“黑”小伙还没有回家一次，

只是为了这6000套住宅能早日竣工。

建房苦，开矿更苦。安徽外经开采的刚果金钻石矿

离首都 700 多公里，到达矿区要穿过 52 公里的原始森

林。100多位安徽工人来到这里，他们用双手双脚开路，

没有压路机就自己造，没有石子就自己捡，多少个不眠的

日夜，多少双磨破的双手……硬是在42天打通了道路，

这是由安徽人在刚果金的原始森林里踏出的第一条路。

路通了，但没水没电没菜，他们便自己种菜，自己

打井，自己发电。机器拉不进来，他们便在700 多公里

的道路上，一节节铺设轨道，运输机器设备，然后一节节

把前面的轨道拆下来，再往后铺设。如此往复，将开矿

的机器设备按时运达现场。60 多岁的周长汉回忆说，

“当时没有办法，当地人都说我们用生命创造了奇迹”。

目前，刚果金钻石矿已经全面开采，一个路通水通

电通的现代化矿区正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没吃没喝
原始森林中寻宝开矿

齐广鹏，安徽农垦进入津巴布韦的第一人。说到自

己第一次到达农场的情景，他不禁落下泪。他说，2011

年3月初一天下午6:00，安徽农垦一行7人来到奇诺伊

省农场，被低矮的房子吓得一跳，房屋破败不堪，屋内脏

乱难以目睹，既无床也无任何办公设备。

他们匆忙买了 4 张床垫，当晚 7 个人有的睡在垫子

上，有的睡在地上。晚上，一只青蛙爬到一个人身上，吓

得所有人一夜都没睡。

第一天、第二天，无锅无灶的 7 人没吃一口饭。第

三天，饥饿难耐的他们只好买玉米棒吃。就是在这样的

环境下，他们积极组织当地人和农场职工，开始对农场

进行复垦。第四天，奇诺伊省大学校长被他们的精神深

深感动，送来一台小型发电机，才开始抽水做饭搞生产。

过了几天，国内又来了8个人。当年年底，他们在荒草

地中开垦出1200公顷农田。目前，安徽农垦人已开垦出

12000公顷良田，帮助800多名当地人获得了工作。

开垦荒地
地当床玉米做主粮

在非洲采访安徽企业时，你会被每一位安徽企业、

安徽人在非洲的创业故事所感动。铜冠矿山公司是铜

陵有色集团下属公司，2006年首次踏上非洲的赞比亚，

一下飞机弄不清东西南北，过海关为了保住机器设备，

所有人将从家中所带的物品包括食物全部丢弃。

据铜冠矿山公司的胡彦华介绍，2006年到2010年

间，先后有 12 位在非洲的老职工在他们父母病危期间

都没赶回家，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这群汉子向着祖国

的方向祭拜，痛哭失声，旁边的同事也陪着落泪。

记者在采访时遇到这样一位工人，他叫陶皖生，

2006年12月，陶皖生的父亲突然过世。当时他正在莫

桑比克，主抓安徽华安公司的生产工作。家人担心得知

这个噩耗会影响他工作，便一直对他隐瞒消息，半年后

才将实情告诉他，陶皖生追悔莫及，欲哭无泪，只能将思

亲之痛化为力量，更加忘我地投入到工作中。

2014年3月，身为马拉维国家体育场项目组副组长

的陶皖生 ，正和其他领导带领着全体员工“大干 140

天”，为马拉维国家体育场主体结构混凝土工程顺利完

工而积极奋战。谁料祸不单行，家中又传来噩耗，其母

亲因病去世。 陶皖生作为项目组临时负责人，只有默

默坚守岗位，以突出的工作成绩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

这就是安徽的企业和安徽企业的工人，他们是一群

不知疲倦的“徽骆驼”，奋战在非洲大地上，为祖国、为非

洲建设开花结果，流血流汗。

父母病亡
仍坚守非洲大地创业

在非洲采访中，记者了解目前安徽在非投资的23家企

业无不是经过当初的艰苦创业，如今才收获了累累硕果。

安徽外经建集团从当初不知名的小企业现成长为

全国最为知名的对外投资合作企业；安徽建工集团也

从对非合作中成长起来，2000 年至 2014 年累计实现

海外营业利润 7 亿多元，连续跻身国际承包商 250 强；

安徽铜冠矿山公司对外发展的产值占到总公司的

35%,而利润更占到总公司的 80%；中国十七冶集团，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还是个困难企业，发放工资都困

难，如今走进非洲经过几年发展，公司成长为马鞍山上

市头牌企业，员工每年净收入不低于 10 万元；东华科

技公司当初是一家设计单位，“走出去”战略让这家公

司目前已成为具有集化工、石油化工、环境治理、建

筑、发电、医药为一体的行业甲级资质企业；安徽农垦

集团董事长田文俊更是信心满满地说，他们将在津巴

布韦再造一个安徽农垦……

安徽省商务厅外经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安徽企业走进

非洲的速度这几年在加快，前几年进非洲是动员去，现在

是抢着去，因为到非洲投资的巨大魅力，正吸引越来越多

的安徽企业到这片待开垦的沃土上施展拳脚、大展宏图。

“徽骆驼”精神
收获了累累硕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