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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一带一路”高校行动

不久前，由中国企业承建的肯尼亚蒙巴
萨—内罗毕标轨铁路（简称“蒙内铁路”）迎来建
成通车一周年。

不少肯尼亚人的生活因蒙内铁路而产生了
巨大的变化。目前，约有超过 1500 名肯尼亚员
工参与蒙内铁路运营，这些员工是直接受益者，
他们学习了知识、掌握了技能，因蒙内铁路而过
上了更好的生活。

其中，“幸运儿”康西莉亚曾担任蒙内铁路
首班列车副司机。据她介绍，在这一年的实践
中，她随车跟着中国师傅学习解决驾驶过程中
遇到的难题。

康西莉亚坦言，这份工作存在着很大的挑
战，但是，“我感觉自己的价值正一点一点地实
现”。她说：“经过大量驾驶客运机车技术培训
后，我为能够成为东非标轨铁路第一批机车司
机感到自豪。”

开启“打包”教育新路子

蒙内铁路是海外第一个全部采用中国标准
实施的项目，是中国铁路实施“走出去”战略的
又一重大成果，也是中国标准走出去的重要机
遇。随着铁路建设的持续推进，肯尼亚政府向中
国路桥提出了本土铁路建设和运营管理人才培
养的需求。机务、工务、车务、电务、车辆……任
何一个单位都难以独立承担国际铁路人才教育
培训的全部任务！

正在这时候，西南交大领衔的轨道交通职
业教育联盟抓住机遇，承接了这一订单，开启了
铁路教育服务“打包”提供的新路子。

2015 年 4 月，蒙内铁路技术人才培训项目
正式启动。西南交大牵头负责国际商务谈判、合
同管理、团队建设和项目运行。联盟内的 8 个铁
职院校选派 60 余名优秀教师参与了进来，其中
一些老师的教龄已近 30 年。项目开办了两期共
25 个班级，培训了 893 名当地学员。

据西南交大远继学院国际培训部主任温
郸冰介绍，管理团队确定了全新培养方案，采
取“专业教师 + 翻译”和“专业教师英文授课”
的教学模式，使用英文同步教材，连教学文件
都有统一规范的模板。赴肯教师接受岗前培
训，并按照要求提前备课。在肯尼亚期间，管
理团队实施听课制度，监控教学质量。每周的
教学研讨例会上，还会总结教学过程中的经
验教训，并对下周的工作进行安排讨论。

管理团队领队、西南交大外国语学院翻
译中心主任戴若愚会在这里将他的教学经验
分享出来，“我更多的是指导老师怎样克服跨
文化交流中间存在的障碍，怎么样把中国技
术、中国铁路标准传授给学生，让学生能够
懂、能够会”。

培训效果得到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经参
处、肯尼亚政府、中国企业及中外媒体的一致认
可。肯尼亚交通部常务秘书伊伦谷·尼亚凯亚称
赞道：“在西南交大的帮助下，这批学生将成为
肯尼亚铁路发展的希望所在。”

除了培训学生外，西南交大还在 2015 年应
中国路桥公司要求，组织和实施了肯尼亚铁路
培训学院来华教师培训，为肯尼亚培训各铁路
专业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同时，在组织肯尼亚
当地员工培训过程中，每个专业课堂都有肯尼

亚铁路学院教师跟班学习。
管理团队负责人、西南交大远继学院副院

长欣羚说：“人才培训需求会越来越多，我们将
迎来广阔天地！”

扎实做好援外培训

由新华社拍摄的蒙内铁路英文纪录片
在肯尼亚国家电视台

黄金时段播出，主要讲述了蒙内铁路沿线中
肯两国铁路建设者的故事。片中，远在西南交
通大学的师生上镜了，原因就是一位蒙内铁
路的实验室技术员被他的中国导师推荐到学
校接受了援外培训。

西南交大从 2015 年起开始承办商务部和
科技部援外培训项目。三年来，来自亚洲、非洲、
南美洲和欧洲等 40 余个国家的学员在涉及铁
路规划、建设、运营及投融资等领域的培训中受
益匪浅。

“援外培训是展现中国高速铁路、重载铁路、
城轨交通等技术实力的舞台，是把中国铁路技术
标准推向国际的一个很好的窗口，是‘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要支撑点。”电气工程学院教师郭锴与
所有参与援外培训的教师一样，对此有着很明确
的认识，因此备课时格外用心。

2015 年，西南交大受中国政府委派，作为
对口单位与印度共建铁道大学。2017 年，根据
学校与印度铁道部签订的《高速铁路高层管理
人员培训项目服务合同》，以培训班为依托，为
中印高铁务实合作加油助力。

近期，由中国路桥投资建设中肯友谊—肯尼
亚铁路培训中心，由西南交大负责该中心的后期
教学和运营工作，这为蒙内铁路提供了绝大部分
运营所需的一线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逐渐地，西南交大在轨道交通领域已经培
养了来自全球 8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0 余名
国际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大多来自“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其中有六成以上选择了轨道交通领
域相关专业。他们回国后还成为了中国与“一带
一路”各国沟通友谊、交流文化的使者。

一位毕业于西南交大土木工程学院的巴基
斯坦博士谈道，在学习期间，他产生了强烈的为

“一带一路”倡议做贡献的内生动力，完成学业
后，他在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任助教，目前正
助力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的建设。

培养中国学子奔赴最前线

在肯尼亚紧挨着蒙内铁路的一个施工现
场，中铁公司技术员王中强正负责着现场技
术交底、函件收发、合同解读、变更索赔等工
作。他是西南交大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2016 届毕业生，也是西南交大首届中铁国际
班学员。“中铁国际班的平台让我的大学生活
发生了巨大变化。”王中强说，“国际班就是来
海外工作的一个入门。”

2015 年，西南交大在国内首次开办了联合培
养高铁国际化人才的中国中铁国际班，对涉及土
木工程、机械设计制造、自动化、测绘工程、工程管
理、电气工程及其法语、英语、翻译等专业的 65
名签约学生，实行订单式培养。

订单式培养重构了学生第 4 学年课程体系，
强化了海外工程实操教学以及外语教学，增设工
程英语与商务英语、国际法律与风俗礼仪、国际
项目管理、国际商务等四方面课程，以努力培养
适应轨道交通国际竞争的复合型人才。

西南交大国际班学员、电气工程学院毕业
的曹檩子，在毕业之后参与到铁总国际和北方
工业联合中标的巴基斯坦拉合尔第一条地
铁———“橙线铁路”的建设工作当中。和蒙内铁
路一样，这条线路同样采用中国标准，使用中国
设备。“公司所参与的工程是中巴经济走廊下的
示范性工程，很明显这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在
最基层的人们手上一点一点实现的过程。”曹檩
子为此而自豪着。

据西南交大招生就业处教师董鹏飞介绍，
学校国际班的培养模式受到用人单位好评，已
作为模板推广到了全国其他高校，更吸引了包
括中国交建、中国建筑、中铁二院等大批“一带
一路”建设主力军来校开展联合培养。

西南交通大学：

以教育服务高铁“走出去”
姻通讯员 陈姝君 蔡京君 本报记者 温才妃

“瓶中卢县酒，墙上终南山”之龙窝酒坊，坐落
于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老龙窝，距今已有两百年
的酿酒历史。龙窝酒坊酿出的高粱酒通透醇香，
口感清香绵长，由于煮酒只用淮河水，故其也被荣
称为“淮河酿”。

在阜阳籍学生王恒的带领下，江苏大学财经
学院“诗酒趁年华”实践团队的 6 名大学生走访了
龙窝酒坊，运用所学专业知识为这个老牌酒坊的
营销困境献计献策。“我们探寻自制高粱酒的前
世今生，也期望能为这门中华传统手艺的发展传
播贡献绵薄之力。”团队负责人向宇说。

龙窝酒虽香，匠心更动人

日前，为保护我国传统文化工艺，发扬百年如
一日的工匠精神，也为一探“淮河酿”的酿酒奇法，

“诗酒趁年华”实践团队走进了颍上老龙窝。
在老龙窝逢人问路，从路人口里可知，酿酒人

李逵光一家已经是家喻户晓。还未见到龙窝酒坊
的招牌，便可闻到一股纯正的高粱酒香。

李逵光的祖辈世代以酿酒为生，但随着近
年来电子商务平台的快速崛起，传统酿酒人缺
乏构建电商平台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的不足却凸
显出来，现在酒坊日销售量只有 80 斤左右，与
五年前相比已经不足当时的 1/2。

大学生们赶到李奎光家中时，李逵光正在冒
着滚滚热浪的酿酒房里使劲翻炒着刚下炉的高
粱。据李逵光介绍，这便是高粱酒制作的重要步骤
之一：浸泡。

“以前都是直接在炉子下面加柴火，现在有了
锅炉方便了不少，但还是得观察好气压，要达到内
无生心、外微开花，才能保证高粱完全熟透。”烈
日炎炎，热浪滚滚，李逵光却不为所扰，不断给锅
炉里面添加煤炭。

三十六般武艺，手把手传承

工匠传承是一种手把手的传承，是一种心领
神会的技艺。

队员了解到，李逵光出身酿酒世家，童年就跟
随大人们抟泥玩土，14 岁起正式跟从父亲学酿
酒。选料、浸泡、蒸煮、打水、堆积、降温、加曲、发
酵、蒸馏……酿酒人的三十六般武艺，门门涉猎，
门门熟谙。

“我小时候，李师傅就开始在做酒了，我还经
常来他家玩磨高粱酒的推磨。”来李逵光家买酒
的一位 40 多岁的大伯说。

营销遇瓶颈，队员齐助力

靠着祖传的手艺，李逵光一家原本还能够维
持着生活，几年前，老伴遭遇车祸瘫痪在床，家里
的积蓄几乎花光，光靠镇里人的买酒量已经远远
不能维持一家人正常的生活。

大学生们告诉李逵光，电商平台发展速度如
火如荼，众多白酒品牌都在淘宝等平台建立了官
方旗舰店，尽管其制酒手艺堪称一流，但酒香也怕
巷子深，“要想畅销镇外，必须学具备代电商所需
知识与技能”。

队员纷纷运用自己所学，教授李逵光的儿子李
好在淘宝上如何搭建属于自己的淘宝店铺、如何更
好地和顾客进行交流、如何做好售后服务等，帮助
其店铺积累信誉。

“我们通过调研了解到，白酒产业在电商平台
的竞争中已经处于白热化阶段。”据向宇介绍，要更
快更有效地打开龙窝酒坊的销量，就要从电商平台
创新、物流渠道选择、销售目标锁定、客户服务等方
面制定一系列营销措施。队员们利用所学知识，集
思广益为其制定了销售措施及未来发展方向，并仔
细为李好讲解，希望传统酿酒人能够不断创新，最
终创造属于该酒坊独有的运营系统。

为了使该酒坊更快具有知名度，实践队员还
将在实践活动后为他们制作相关视频，在 QQ、微
博、微信等各大平台上进行推送。

“我们通过实践活动，深刻体味到了百年如一
日、心性合一的匠人精神，也运用了大学所学，在实
践中将电子商务、市场营销等专业特长发挥出来，
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知识的可用性。”向宇说。

江大学子：

助力“百年酿酒坊”走上电商平台
姻通讯员吴奕

近日，第十三届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评选
结果揭晓，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学专业大
四学生王奉宇光荣入选，成为十位年度人物之
一。在学校师生眼里，王奉宇是不折不扣的石头
迷：寝室里几百公斤的石头标本，都是他大学 4
年在野外“捡回来的”。

此前，在毕业典礼上，作为毕业生代表的王
奉宇在发言中说：“石头把故事藏进身体，破解
了它们，我们就能拥有重返远古的时光机。”正
是基于这份对石头的热爱和痴迷，王奉宇研究
发现了早三叠世腕足动物的新物种，填补了生
物大灭绝后腕足动物的演化空白，并对腕足动
物迟缓复苏的传统观点提出质疑，将腕足动物
的复苏时间提前了约 300 万年。

从小与石头结缘

王奉宇出生在青海。11 岁那年，家属院里
从江苏太湖拉回来一块太湖石做装饰，喜欢石
头的王奉宇像遇见了宝贝，时常在太湖石边津
津有味地观赏。一日，他无意中发现太湖石上有
一类似于海葵的生物，几乎和石头一样坚硬，他
去图书馆翻阅了不少资料后发现，这是一块珊
瑚化石。他首次破解石头之谜后便不可救药地
爱上了石头。

对于王奉宇这个特殊的爱好，家里没有一个
人反对。“每次我去河边捡石头，家人都陪着我去，

为了让我捡到更多不同的石头，还经常带着我短
期旅游。”王奉宇告诉记者，正是家里提供这种宽
松的环境，让他坚定了探究石头奥秘的决心。

王奉宇做梦都想采集一块古生物化石，可
惜由于缺乏专业知识作为指导，一直未能如愿。
2014 年高考填报志愿时，事情发生了转机。他
无意间看到了地质学专业，岩石学、古生物、沉
积学……他在兴奋之余，毅然报考了中国地质
大学（武汉）地质学专业。

发现腕足新物种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是地学研究的摇篮，
这里名师云集，同时校园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大
一上学期，王奉宇参加了学生社团组织———地
球科学俱乐部。十一长假期间，他和几个同学去
茅店山游玩，采集到人生中第一块化石———三
叶虫化石。随后，他一发不可收拾，陆陆续续采
集到海百合、双壳、腕足、角石等十多种化石。

为了搞清楚这些化石的来历，王奉宇在大
一下学期，依托学校的本科生导师制，选择了从
事古生物研究的宋海军作为导师，并选定了腕
足动物作为研究方向，正式踏上地球古生物学
的研究之旅。伴随着严格的专业学习训练，慢慢
的，他找到专业的感觉。他和同学们一起赴野外
实习，采集的石头标本永远是最全面的，每一块
石头的名称、种类、组成和结构，他都如数家珍。

在跟随导师学习的过程中，王奉宇学会了
专业拍照、修理化石、查找文献、规划野外路线、
进行野簿记录等。他以超乎常人的热情，投入到
文献整理、野外工作和化石鉴定中去。每逢节假
休息日，宿舍的同学们邀他去逛街、看电影，他
笑着婉拒。在室友的印象中，王奉宇要么是在埋
头看化石标本，要么是在阅读文献。室友们戏称
石头就是他的“恋人”。

为了找到更多具有研究价值的化石，王奉
宇四处探寻，几年间足迹遍及湖北、贵州、广西、
西藏等地，几十本的野外记录，上万公里的野外
考察，所有假期都在野外，即使风餐露宿，他也
乐在其中。

上天总是眷顾勤奋之人。2016 年的五一小
长假，他在去湖北利川踏勘途中，发现了早三叠
世的腕足动物化石三个种类共 306 个标本。这
个数量，在全世界都少见。要知道，该时期全球
仅发现了 6 个腕足动物种，并且化石数量十分
稀少，在俄罗斯滨海省发现的一个腕足动物种，
也只有 5 个标本。

填补古生物研究空白区

回到学校后，为了鉴定所发现的腕足动物
化石的种属，在宋海军的指导下，王奉宇再次全
身心地投入到化石处理、拍照、磨制恢复内部构
造等工作中。他所有课余时间都待在学校地质

博物馆里研究化石。
终于，王奉宇对所发现的 306 枚化石腕足

动物外部轮廓、外部结构特征，进行了详细、
深入、系统的研究，获得了腕足动物从幼体至
成体外部形态的成长规律。豌豆大的腕足化
石，他 0.01 毫米、0.01 毫米地切片，通过 2000
多个切面的精心磨制和微观观察，成功复原
了所发现腕足动物化石的内部构造。

为了厘清这一发现的学术意义，王奉宇先
后阅读了国内外数百篇的文献和专著。他将这
些论文和专著中所描述的腕足动物化石一一提
取出来，以国际上公认的分类体系为基础，仔细
甄别，去伪存真，共整理出了 207 个属 416 个
种，并建立了自己的三叠纪腕足动物数据库。

在此基础上，王奉宇研究发现三个腕足种
类中，有两个种类是前人研究过的，而剩下的种
类是一个全新物种，他将其命名为“利川诺贝
尔”，这一发现，填补了大灭绝后早期腕足动物
演化的空白，对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的腕足动
物迟缓复苏的观点提出质疑，将腕足动物的复
苏时间提前了约 300 万年。

大三上学期，王奉宇将这一科学发现，撰写成
论文发表在国际期刊《古生物学论文》上，受到国
际知名古生物专家莫瑞托·戈塔尼的肯定。随后，
王奉宇以这项研究为基础，参加湖北省第 11 届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第 15 届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分

别获得特等奖、一等奖。

选择地学心如磐石

研究地质的道路上，能遇到好老师，那是一生
的幸运。王奉宇说，“没有宋海军老师的指导，我肯
定不会有现在的成绩。”为了王奉宇在地质研究中
加速前进，身为“80 后”的宋海军，直接让他参与
有关地质研究课题，并且将科学研究中的好方法，
毫无保留地教给王奉宇和同学们。

令王奉宇印象深刻的是，宋海军非常支持
他开展地质研究，没有拍化石的相机，没有修理
化石需要的显微镜，缺乏国外昂贵的专业书籍，
宋海军都自掏腰包给他购买。

在宋海军看来，王奉宇对化石有着近乎痴
迷的热爱，在野外一旦发现化石，王奉宇就停住
了脚步，他永远走在队伍的最后面，也永远是最
晚从山上下来的那个人。因此，宋海军对王奉宇
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在地球古生物学的研究道
路上持续走下去。

今年大学毕业后，王奉宇选择了在中国地
质大学（武汉）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这个暑假，
他将和师生们去野外，一如既往探索地球科学
的奥秘。在王奉宇看来，“理想和激情是世界上
最美的东西，因为理想能激起求索的渴望，激情
能让人精神抖擞。”而他正是用自己的实干精
神，去提升人生的新高度。

潜心研究石头 书写青春高度
———记2018 年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年度人物王奉宇

姻本报记者 鲁伟 通讯员 庞伟红 陈华文

肯尼亚蒙内铁路当地技术人才培训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化工行业应
运而生、顺势而兴。人们的衣食住行、文
体娱乐、健康医疗、通信办公等都与化工
产品、化工科技密切相关。作为化工重点
高校，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担负起为化
工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培养人才的使命。”
7 月 9 日，由南京工业大学主办，该校
化工学院、材料化学工程国家重点实
验室和国家特种分离膜工程技术中
心承办的江苏省研究生“筑梦化工”
暑期学校举行开学典礼，谈及举办暑
期学校的初衷，南工大化工学院院长
范益群如是说。

范益群表示，化工研究最终要以创
新驱动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服务
于产业经济的转型升级。因此，他们开
放了材料化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和
其他省部级研究平台，学员将分组进入
创新实验课题组。

据介绍，该校教授金万勤主持的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浓度响
应型生物传感器及发酵多组分浓度
在线监控仪的研制”、教授陈苏主持
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有序
微结构材料的微流控构筑及微化工
过程调控的基础研究”、教授孙林兵

主持的国家优秀青年基金项目“吸附
分离”等 19 个科学研究项目全部开放
接纳暑期学校学生。

“我此番目的就是想接触不同学校
的不同文化，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拓展思
路。”来自天津大学化工学院的研一学
生周秀红爽朗地说道。此外，还有一个
原因就是，这名湖南妹子很喜欢南京。
周秀红准备去国外进一步深造后，到南
京高校当老师，“这次也算是前期考
察”。研究气液固流动床方向的她，被南
工大教授陆小华微纳米流体力学方面
的建树所吸引，于是放弃了法国和以色
列高校为期一个月的全奖暑期学校，来
到了南京工业大学。

“我就是冲着进国家重点实验室做
课题才申请的暑期学校。”南工大化工
学院研一学生高鹏林坦言，他跨校考取
南工大研究生后，尤其喜欢在国家级平
台做实验的充实感。

孙林兵表示，化工实践是理论联系
实践的必要途径，只有通过产业化才能
使化工领域的研究释放出活力和能量。
据悉，在“筑梦化工”暑期学校，教师将
带领学生前往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
及江苏省膜科技产业园参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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