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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亚杰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虎年新春至，
阖家团圆时，但在海外，仍有一些人远离
家乡，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上，用不停地奋
斗书写着时代的赞歌。

1月31日除夕夜，在距离中国直线距
离8000多公里的埃及，刘宗军提前定好
了闹钟，赶在国内的家人吃饺子之前，拨
通了爱人的电话。

“爸爸，爸爸！”通过视频，1岁多的女
儿和上一年级的儿子不停地跟刘宗军挥
手打着招呼。已经4个月没有回家，女儿
对视频里的爸爸甚至已经有些陌生。

刘宗军是中通客车北非市场部的负
责人。从2011年开始，拓展海外市场、让
高精尖的中国制造走出国门得到更多国
家的认可，成为他和同事们的全部工作。

“我和几位同事现在主要负责北非
市场的拓展，比如阿尔及利亚、埃及、苏
丹、埃塞俄比亚等，这些国家都是我们重
点开拓的市场，有时候一待就是几个
月。”刘宗军告诉记者，多年的海外工作
经历，让他感受最深的是，在去过的国家
中，“中国制造”的商品随处可见。随着
我国科技实力的不断增强，产品质量的
提升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认识到，“中国
制造”已经今非昔比。越来越多的“中国

制造”出现在这些国家人们的生活中，并
得到了广泛认可。

刘宗军告诉记者，在和不同国家的
客户交流过程中，我国各方面取得的成
绩都让他们纷纷竖起大拇指，尤其是我
国的疫情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更是让
他们感到“不可思议”。

疫情发生之前，刘宗军和同事们平
均每年都要往返非洲四五次，一年当中
接近一半的时间都要在海外度过；疫情
发生之后，出国的次数虽然少了，但在国
外滞留的时间越来越长。刘宗军说，今
年什么时候能回国，他自己也说不好。

“在外的奔波和想家可能是最难克服的

吧。”刘宗军告诉记者，10年的时间，他们
光在空中飞行的时间就超过了500个小
时，家人和孩子也是自己内心最脆弱的
防线。

“不过还好，忙起来就不想这么多
了。”刘宗军说，其实在海外还有很多像
他们一样岗位平凡、远离家乡，却一直在
默默坚守的中国人，而“中国制造”能够
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提供服务，他内心的
自豪感十足。

和家人视频完，刘宗军和同事特意
找了一家当地的中餐馆，点了饺子和啤
酒，庆祝虎年春节到来。

除夕夜，他和同事在埃及吃饺子

本报记者 鞠圣娇

2 月 4 日下午 6 点，张宇打开家
门，5岁的儿子琪琪第一时间冲上来
抱住他。张宇抱了抱儿子，摸了摸他
的小脑袋。张宇是鲁西骨科医院创
伤骨科的一名主治医师，这个春节，
除了除夕下午和初一在家休息，其他
时间他都在岗，忙碌着收治意外伤、
车祸伤的患者。

张宇是四川成都人，2013年他到
鲁西骨科医院工作，妻子郭玉玺是他
的大学同学。两人在聊城安家后，张
宇逐渐适应了聊城的气候和各种习
俗，还喜欢上了羊汤、吊炉烧饼等聊
城美食。因为平时工作比较忙，张宇
只有过年时才能休探亲假，但因为疫
情，他自2020年春节从成都返回聊城
后，就没再回过老家。作为独生子的
他，尽管十分想念父母，却选择坚守
岗位，通过视频给父母拜了年。

“想家吗？”面对这个问题，张宇
说：“选择当医生，就意味着选择了责
任。”这些年，张宇将“责任”二字放在
心间，面对患者，他将病情、注意事项
等讲得清清楚楚，不论何时，只要患
者打电话来咨询问题或希望他到医
院帮忙拆线、换药，他都尽量满足。

采访期间，有位患者给张宇打来
电话说，通过微信发给了他片子，希
望张宇帮忙看看，“结合病情和片子，
初步考虑您这是骨性关节炎，建议先
保守治疗。如果效果不理想，再来医
院，我们根据您的情况对症治疗。”张
宇讲得很仔细。“这是我的一个患者
家属，当时她陪老人到医院看病，自
己也腿疼，考虑到她不方便来聊城，
我就让她拍了片子给我发过来。”张
宇笑了笑，“这样患者不用来回跑了，
方便一些。”正是因为这份付出，张宇
收获了不少“粉丝”，许多患者专门找
他看病。

“不能回家，但被这么多人需要，
内心很满足。”张宇说，远在四川的父
母也非常支持他的工作，叮嘱他要做
个好医生，“科室同事们也都很照顾
我，以前我回家他们都要多上班，现
在我多上班，让他们回家过年！”

“被这么多人需要，

内心很满足”

本报记者 林晨

春节期间，创业者的脚步依然匆
匆。“这是公司春节前的最后一单，忙完
就能回家过年。休息两天后，再回来接
着干。”1月29日，聊城开发区坤源产业
科技园内，中恒卓精（山东）自动化科技
有限公司负责人高庆武边忙着搬货、发
货，边告诉记者。

回首2021年，家住开发区的高庆武
经历了从“离乡寻梦”到“返乡筑梦”的
变化。

15年前，25岁的高庆武带着行囊和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到浙江宁波闯荡，
靠着艰苦奋斗的毅力与诚实守信的品
格，在电机驱动器行业拼出了一片天

地。虽然生意越做越好，但他的内心却
始终有个想法，“在外面挣钱再多，也弥
补不了对家乡的思念，再加上聊城的营
商环境、招引政策、市场前景越来越好，
所以，我琢磨着要做一只‘归雁’……”

返乡创业，首先要解决厂房和办公
用地的问题。2021年初，一个偶然的机
会，40岁的高庆武到位于聊城开发区的
坤源产业科技园参观。初到园区，他便
被这里的优美环境、宽阔场地、优质服
务深深吸引。另外，当他得知聊城经济
开发区还会给予园区入驻企业多种奖
励政策时，他返乡创业的念头更加坚
定。“最终，经过多次参观、研究、慎重考
虑，再加上有关部门诚意满满的招商服
务，我下定了返乡创业的决心。”高庆武

告诉记者。
事实证明，高庆武返乡创业的选择

是对的。自 2021 年 5 月落户开发区以
来，由于具有较强的技术力量、丰富的
行业经验，再加上各项政策的支持，公
司发展可谓蒸蒸日上。半年时间，高庆
武的公司已与11个客户签订了合作协
议，并成为省内少有的能全面掌握驱动
器核心技术的企业，其多项自主研发技
术还成功申请了国家专利。

“2022 年，我们公司还会继续加大
科研力度，提升技术水平，生产出更多
更优质的产品。北方的市场还有很大
的挖掘空间，我们企业的发展也会越来
越好。”谈及下一步的发展，高庆武信心
满满。

从“离乡寻梦”到“返乡筑梦”

“众将官，上马！”2月5日，临清宛园内，民间艺人正在表演非遗项目“竹马”。春节假期，我市各景区开展了多
场非遗展演活动，让市民和游客近距离感受春节传统文化的魅力。

本报记者 许金松

非遗展演迎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