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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7 日，第十一届中国企业全球形象高峰论坛

上，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售后服

务员工魏功益的故事案例《海外十余年 守护“中国

造”》，获评 2023 中国企业国际形象建设十大优秀案

例。在众多的人物事迹中，魏功益的故事有多动人？

土耳其地跨亚欧两大洲，东西方文明在此交汇。

当“一带一路”邂逅“中间走廊计划”，“中国造”列车穿

梭在土耳其三大城市，成为一道道流动的风景线。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也是魏功益

驻守国外的第 12 个年头。这些年来，他先后参与伊兹

密尔轻轨、安卡拉地铁、伊斯坦布尔机场线 3个项目，12

年坚守现场服务土耳其市场，为“中车造”行稳致远保

驾护航，不仅成长为身兼现场项目管理、翻译、技术人

员、培训师的“多面手”，更带出 30 多名“洋徒弟”，获得

土耳其总统点赞。

中国专家培养出30多名“洋徒弟”
从株洲到北京，飞伊斯坦布尔，再中转到伊兹密

尔，全程跨越 7500 公里。2011 年，魏功益第一次出国：

“一切都是未知的，连碗和筷子都带上了，因为不知道

什么有、什么没有。”

此前，中车株机公司以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铰接式转向架方案，于 2009 年 10 月 26 日，获签 32 辆（8

列）伊兹密尔轻轨列车订单，并在 2011 年 8 月 10 日实现

了伊兹密尔轻轨列车的竣工下线。

列车制造交付后，随之而来的是列车上线调试等

一系列售后服务工作，这不仅是保证列车高质量运营

的关键支撑，更是让中国制造与国外运营环境“水土相

服”的重中之重。到异国他乡开展售后服务工作的，正

是魏功益及其团队成员。

首列车运抵伊兹密尔海港的当天，魏功益伫立在

港口，准备着为来自家乡的“伙伴”接风洗尘，心中涌上

一个强烈而朴实的想法：“往后定要用心守护中国地

铁，服务土耳其市场，把一切都做到最好。”

要确保列车安全运营，必须让土耳其运营方的驾

乘、维修人员熟谙车辆各项操作、检修规范，达到“人车

合一”。那时，中土双方通晓对方语言的人员很少，交

流时通常要借助英语进行翻译，待到信息传递到对方

时，“虎”可能被描述成了“猫”。

彼时，魏功益从土语零基础开始，坚持每天背单

词，看当地报纸和电视，翻烂了土耳其语辞典，主动与

当地人沟通。现在，他已经能够熟练使用土语进行技

术交流。朋友开玩笑说，如今他好像一位有着中国人

面孔的土耳其人，在伊斯坦布尔，流利的土语和爽朗的

性格，让他和土耳其朋友像家人般相处。

在当地，魏功益不仅仅是一名售后服务人员，更成

为身兼项目管理、翻译、技术人员、客户培训师的多面

手。这位来自中国的专家，还培养了 30余名洋徒弟。

每当古尔邦节、宰牲节时，当地客户、同事便会邀

请魏功益一同参与节日活动，而他也会邀请土耳其朋

友共度中国传统节日。他们交流着彼此的文化，有说

有笑，亲如一家。一次，魏功益到访邻居家，发现邻居

正在包饺子。“我看到他们在做我教他们的中国菜，感

到好开心！”

月是故乡明。离家万里，最难扛的是对家人的牵挂。

这些年，魏功益大约半年回国一次。“儿子吃到好

吃的，就会放到冰箱，留着等我回来吃。”有次，魏功益

的儿子把中秋月饼“存”在冰箱半年。魏功益瞄到保质

期，发现已过期 3 个月，但还是笑着吃掉了：“我不想辜

负他的一片心意……”

魏功益的职业生涯中，还经历过一段“暗无天日”

的日子。

2020 年，伊斯坦布尔地铁项目的 10 列车陆续抵达

隧道现场。当时，车辆段还没有建好，有一年半的时间，

魏功益的调试工作，是在见不到阳光的隧道中进行的。

陪伴他的，是飞舞的粉尘、四溅的焊花和隆隆的噪音。

但他知道，前方隧道的一束光，就像是充满希望的

未来。

总统与他合影
土耳其老太太只乘中国列车

伊兹密尔轻轨项目是中车株机出口海外的第一个

地铁项目。该项目列车采用多种创新设计，灵巧的铰

接式转向架能让列车更安全、更快捷地通过弯道，充分

适应当地地形。

列车高速行驶在海岸线上，宛如蛟龙蜿蜒，成为一

道亮丽的风景。见此场景，很多当地市民会拿出手机

拍照。

有一次，魏功益像往常一样驻站服务。心细的他发

现，多趟地铁来来往往，奔赴相同的目的地，一位土耳其

籍老太太却始终不上车。魏功益有些担心，便用土语上

前询问：“您好，看您一直不上车，是不是迷路了？”

“我要等红色腰带的那种地铁！”老太太答道：“平

时，我坐飞机、坐船、坐汽车都会晕，坐那个车不晕车。”

魏功益听后骄傲地说：“这个地铁，是我们中国造

的。”

听闻魏功益就是这款车的售后服务人员，老太太

不吝赞美：“你们真棒！这个车，光线好，视野也好，座

位也很舒适。”

跨越山海，“中车方案”一次次吸引世界目光。

2023 年 1 月 22 日，正值中国农历大年初一，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机场线地铁正式开通。这是欧洲最大机场

首条投入运营的地铁线路，标志着我国首个出口海外

时速 120 公里速度等级全自动无人驾驶地铁列车项目

正式运行。

当天，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线路开通，并试乘

体验，点赞这是土耳其最快的地铁列车。“当时，我就在

现场，身穿中车服，总统跟我招手，叫我一起合影。”回

忆起总统邀请合影的时刻，魏功益很是自豪：“那一刻，

我代表的是中国中车。”

守护“中车造”，在魏功益眼中，是光荣，也是责任。

2023 年 2 月，土耳其南部突发 7.8 级大地震。魏功

益看到新闻，马上给售后队员一一打电话。当确保全

部人员平安后，魏功益又赶紧联系伊斯坦布尔地铁运

营控制中心。得知地铁一切正常后，他才长舒一口气。

伊斯坦布尔机场是国际航空枢纽，承担了重要的

中转职能。当时，土耳其交通部临时做出决定，机场线

地铁全天候运营。魏功益所在的售后团队积极响应，

开启“三班倒”工作模式，24 小时守护每一辆列车正常

运营，保障各国援助人员及物资顺利中转灾区，守护这

条“生命通道”。

连接世界、造福人类，是中国中车的使命，也是每

一名中车人的使命。魏功益说，中车的文化理念、价值

观深深影响着他，让他心怀温暖，拥抱世界。

在海外，还有更多像魏功益一样的中车人，你一

笔、我一划，书写着“连接世界”的故事，你一言、我一

语，合唱着“一带一路”的欢歌。

民警夜过大桥
救下轻生女子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沈全

华 通讯员/龚建华） 11 月 30 日晚，茶陵县

公安局思聪派出所民警尹威开车路过茶陵

大桥桥头时，发现一名女子与一名男子拉

扯在一起。眼看女子欲跳向桥下河流，尹

威立即停车，协同男子将她救下。

据了解，拉扯在一起的男女是一对兄

妹，两人姓林。该女子因丈夫生病住院，加

上家庭和身体等原因，逐渐有了轻生的念

头。哥哥发现情况不对，奋力阻止林女士

跳桥，幸亏民警上来帮忙，终于化险为夷。

民警尹威了解情况后，一边对该女子

进 行 安 抚 ，一 边 请 求 辖 区 云 阳 派 出 所 支

援。支援警方迅速到达现场，大家继续耐

心开导劝说该女子。该女子的情绪逐渐平

复下来，认识到自己一时冲动险些酿成大

错，表示将好好过日子。

随后，在民警的护送下，女子跟随哥哥

安全回到了家中。

茶陵公安提醒，生命诚可贵，且行且珍

惜。在日常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困难和

挫折，一定要正确对待，切不可采取轻生的

极端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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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耳其书写
“一带一路”的中车故事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高晓燕

魏功益（前排左）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前排中）合影。 魏功益与土耳其当地居民聚餐。企业供图

2023年12月4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吴 楚 美术编辑/言 岚 校对/袁一平读城06

田长话耕保：当田长这一年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张威 通讯员/龙重耳

农稳社稷，粮安天下。近年来，我市紧盯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全面推行田长制，严格落实各级田长责任。

何为田长，就是“一田之长”，与农田有关的事都归他们管。回忆这一年多来，作为耕地的“守护者”，在田间发生了哪些

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基层田长们的经历。

“田里不荒，心里就不慌”

走在阡陌交错的百亩良田里，郝建军时不时

停下来，走进地里仔细查看。“不仔仔细细看一遍，

我就不放心。只要田里不荒，我心里就不慌。”

他是芦淞区白关镇云山村党总支书记，也是

云山村的村级田长。当上田长这一年来，他每天

早上六点起床，简单吃过早饭后，就会到村里的农

田中去走走看看。

“去年雨水不足，他家的田里稻苗长得不好；

今年有家农户想在这里种几棵杨树；不久前，那边

有群众堆土压占了耕地……”在郝建军的“巡田日

记”中都会清清楚楚记下村里每亩田的情况。

每当有人向他问起：“每天这么拼，值得吗？”。

他都会认真地回答道：“耕地和粮食就是我们农民

的命根子，为了大家的命拼一拼，当然值得！”

有一次，他在巡田过程中发现一村民想将自

家的耕地圈占起来建设房屋，“这属于违法占用耕

地，必须马上制止。”“亏你还是村里的人，帮着外

人欺负自己村的……”

村民不但不理解，甚至对郝建军恶语相向。

虽有委屈，但他依然耐心地向村民解释相关政策

并联系国土部门查看地类，并为村民选择了别处

合适的位置建设房屋。

事后，该村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理解了郝建

军的良苦用心，并亲自到村委给他送来了锦旗。“辛苦

都无所谓，工作不被理解才觉得难受。”郝建军说道。

有付出，终会有回报。田长“来”了一年，村民

慢慢发现乱占耕地的情况越来越少了，耕地里的

垃圾也不见了……

翻开郝建军的“巡田日记”，可以看到，从今年

起，该村耕地保护中存在的问题逐渐变少，越来越

多的耕地在“存在问题”一栏中写上了“无”。截至

目前，云山村已恢复耕地面积 60余亩。

“田长就是要当好‘田’保姆”

走进芦淞区枫溪街道坚栗村，虽是冬日，但在

那一片片整齐平整的田地里，还能看见村民种下

的点点新绿。

坚栗村田长陈让梨，除了日常巡田打卡，有时

候还会和村民们一起种菜施肥，尽心尽力，她每天

期待着良田丰收的时候早日到来。村里其他村民

与她一样，再看不得家门口的地被撂荒。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促进

量质双提升，截至今年初，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49793公顷。

“有了好田，更要种好粮。粮食是我们农民的

命根子。”这是陈让梨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而

如何守好眼前这个“粮食碗”，她认为不能光有菩

萨心肠，还得有雷霆手段。

今年，村里一村民计划在自家耕地上种植苗

木，苗木正在卸货的时候，陈让梨就找上了门。“耕

地上不能随便种植经济作物，情节严重的还要被

处罚。”她从耕地保护的政策讲起，晓之以理动之

以情。最终，该村民放弃了栽种苗木的计划。

一年多来，陈让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巡查、宣

传等工作，及时发现、制止、上报违法占用耕地、破

坏耕地等“非农化”“非粮化”行为，去年她还牵头

组织把村里那 70亩荒地被恢复成了沃土良田。

“田长就是‘田保姆’咧。”陈让梨说，关乎粮食

生产的事就是她的事，“田保姆”服务得好不好，会

影响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欣慰的是，现在全村的

耕地都复绿起来。

耕地保护合力将进一步凝聚。谈到全面推

行田长制之后将给株洲耕地保护工作带来什么

样的变化时，陈让梨认为积极影响是广泛且深

远的。如通过构建属地管理、部门协同、上下联

动、无缝对接、全程一体化保护的工作机制，变

“一家管”为“大家管”，将凝聚全社会耕地保护

强大合力。

让田长制成为耕地保护的利器
不久前，“湖南田长”平台公布全省耕地“非农化”

“非粮化”专项整治任务情况，我市当前耕地保有量

262.09万亩大于省级下达底线目标，完成耕地“非农化”

“非粮化”专项整治875宗，完成率100%，位居全省第一。

确保耕地的保有量，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关系着粮食安全。因此，建立耕地保护“田长制”，让

每一块耕地都有人守护，对于保护耕地是不可或缺的。

田长要守土有责，应让田长制成为耕地保护的利器。

让田长制成为耕地保护的利器，要严守底线。在

国土空间规划中，按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

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的顺序，统筹划定三条控制线。

已确定的新一轮耕地保有量不能减少，已划定的永久

基本农田绝不能擅自占用或者改变用途，牢牢守住耕

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控制线。

让田长制成为耕地保护的利器，要依法从严。落

实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扎紧

执法监督的笼子，强化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完善土地

执法监管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多级土地执法巡查网

络，把日常监管的触角延伸到村，打通土地执法监察

“最后一公里”。

“所有的宣传办法都用了”

田长们在一线工作，不仅要做到地形熟、情况

熟，还要做到人头熟、政策熟。

“以前有的村民在田里种果树、种苗木、挖塘

搞养殖等等，哪个赚钱做哪个。”芦淞区白关镇有

45000余亩耕地，都归镇级田长董才斌管。

由于地势、水利等多种历史原因，这里原来有

部分耕地被抛荒。近年来，当地政府出资复垦耕地、

重修水利，并在新增耕地旁边设立田长制公示牌。

实行田长制前，一些村民对于永久基本农田

的认识不高，破坏耕地现象时有发生。而今，田长

怎么护好田？

压力有多大，动力就有多大。董才斌决定，先

从加强宣传入手。而对各级田长而言，如何灵活

利用好这一制度进行长久地监督和宣传是一种考

验。白关镇实行网格化的管理方式，充分利用好

各村小组，每名巡田人员对应一块耕地。

“当时先小范围、小圈子地提高认识，再通过

带动作用扩大影响面。”他说，为了守好地，还成立

了专班，密集地召开小组会议及党员会议，组织学

习相关“耕地保护”政策法规，并号召党员干部、网

格员带头表率。

董才斌形容，这一年来真是“磨破了嘴皮子”，

“集中宣讲、大喇叭宣传、公示公开栏、村民微信群

……所有的宣传办法都用了。”通过日复一日的宣

传，现在白关镇各村，上到耄耋老人，下到七八岁

的孩童，人人都有“耕地必须种粮”的认知。

今年以来，全镇不但落实了耕种项目新增耕

地 1000 余亩的后续保护和种植，还确保了恢复后

的耕地不撂荒、指标不落后。

“田长制得到宣传后，工作运作起来也就顺利

了。”董才斌介绍，田长制在村里实行后，如今村里

又能看见往日那一片片绿色的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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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巡 田 、除 草 、

翻种等，都是郝建

军的工作。

通讯员 供图

陈 让 梨 巡 完

田还要下田农作。

通讯员 供图

为搞好宣传，

董才斌和队员们

走村访户。

通讯员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