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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过后，蒋鹏辉已基本
适应了当地的生活，除了当地潮湿
的气候。每年的10月至次年的2月，
是马来西亚的雨季，几乎每天都下
雨，有时候一天还下几场，而且雷电
也很恐怖。工地上建有专门的防雷
棚，遇到雷雨来袭，他们就停止工
作，躲进防雷棚里，待警报解除，再
出来继续工作。

“这里出门不用关空调，宿舍里
的空调24小时都得开着，因为要抽
湿。”蒋鹏辉说，每天下班回到宿舍，
他会拿出手机与家人视频聊天，虽
然远隔千山万水，犹如人在眼前。

“这里不少人用的是华为手机，
包括4G信号设备也是华为的，钢材
是从中国进口的，建设方面的技术
活儿差不多都是中国人干的，当地
人多数干的是一些后勤或打杂的活
儿。当地人习惯慢生活，很多商业
门店只开半天，一到休假就关门，而
中国人的门店都是全天营业……”
蒋鹏辉向记者细述着他的感受，末
了还发出一句感叹：“中国人在基建
方面可以说是打遍全球无敌手。”

11月11日中午，蒋鹏辉一边与老
乡们喝酒，一边望着远处海面上的
船只，惬意地说：“有钱人花钱去旅
游，咱出国走一走，一边打工一边旅
游吧。”

农民工蒋鹏辉：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11月11日上午11时许，马来西亚新
山市海边，在一个中国人开的餐馆里，
蒋鹏辉正与来自河南的几个老乡开心
小酌，桌子上摆着盘盘碟碟的菜品和
青岛啤酒，对家乡的思念被融入各自
聊着的家事里。

此时，距离蒋鹏辉离开叶县老家
乘飞机来到这里，仅仅过去了47天。
不过，从他特别放松的话语里，记者听
出他已经完全适应了异国他乡的生
活，尽管这是39岁的他第一次出国打
工。

当天，是他和工友休假的日子，记
者与他约好微信聊天。他发来了小聚
的图片和一段海上的视频，说：“我现
在就在海边，这里是马六甲海峡，对面
就是新加坡，海上有许多等待过海峡
的船只。”

蒋鹏辉从20岁就开始外出打工：
1999年至2007年，亲历了改革开放前
沿东莞的飞速发展；2009年至今年5
月，见证了省会郑州的快速崛起；今年
9月，跨出国门开启人生新的篇章。他
的三段打工历程与我国近20年经济发
展的脉络可谓不谋而合。

蒋鹏辉家住叶县邓李乡后邓村，
1998年他从石龙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技校毕业，当时学的是汽修专业。1999
年春节过后，他随着南下打工潮来到广
东东莞，在毅力工业集团打工。这是一
家由港商投资的影音设备电子产品公
司，其产品多出口欧美等国。蒋鹏辉的
具体工作是组装或维修电子产品，有汽
修基础的他很快就学会了维修各种电
子产品。

“记得那时候，刚开始工资是500
多，第二年就涨到了900多，第三年又
涨到了1000多，工资是比内地高不少，
只不过每天一坐就是十余个小时，身体
有点吃不消。”回忆当年的打工岁月，蒋
鹏辉说，印象最深的就是电子产品更新
换代太快了。

他说，刚去的时候不少人还在用数
字传呼机，到第三个月，他发了工资就
花八九百买了一个中文传呼机。后来
就见仓库保管员拿了一个大哥大，结果
没过两个月，翻盖手机就出现了。2001
年，他买手机的时候，家中还在流行装
固定电话。他记得过年回家，他带回的
MP3、耳机、DVD等，都是亲友们的稀罕
物。

他刚去的时候，厂里在生产EVD，
后来逐渐被DVD、低音炮、家庭影院、投
影仪等取代，就像走马灯似的，新的电
子产品不断出现，有的产品仅生产2个
月就不做了，“几万人生产2个月，至少
也生产了上千万台，够市场上卖一阵子
的了”。他说：“像DVD刚开始出厂价
2000元一台，后来很快就变成三四百元
一台。常常是内地市场卖得正火的时
候，我们这里已经停产了。”

一直干到2007年，由于厂子要搬
迁至清远，蒋鹏辉决定回乡。“每天上班
久坐，出现了腰腿痛的职业病，回到家
乡调整了一年才好。”他说，虽然那段打
工经历很辛苦，但对他影响很大，毕竟
身处改革开放的前沿，开阔了眼界，增
加了见识。他举个简单的例子，就连回
乡盖房子的格局跟周围人都不一样，不
是那种中规中矩的老样式。

2009 年春节，碰到在郑州打工的
亲戚，问他愿不愿去郑州的建筑工地
做电工，并拿出电路图纸让他识图。
结果他一看图纸，比起当年电子厂生
产 DVD 的电路图，简直是小菜一碟，

“一台DVD的图纸A4纸就要5张”。当
时在郑州建筑工地打工的工资，已经
赶上甚至超过了南方电子厂的工资，
蒋鹏辉决定转战省城，开始了第二段
打工生涯。

“一开始到中建八局在郑东新区承建
的一个施工项目工地做电工，那些年正
赶上郑州房地产高速发展时期，刚开始
一天工资是 60 元，2010 年涨到 65 元，
2011年是 100元，2012年一下子涨到200
元，至2016年涨到260元，维持到现在。”
蒋鹏辉说，不仅建筑工人的工资在涨，郑
州房价上涨的速度也是惊人，他记得刚
到郑州打工的时候，农业路上的住宅小
区卖4000多元一平方，现在已涨到2万

多元一平方啦。
作为中建八局的一名农民工，蒋鹏辉

曾参与郑东国际会展中心、郑大一附院、
解放军153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等重大
建设项目的施工，“在郑州我还参与了联
通基站的施工，这是全国五大联通基站之
一，正是有了它，才实现了农村光纤入户，
人们上网更快了。”提到那些曾经亲历的
省会建设项目，蒋鹏辉的声音里透出一股
自豪感。

蒋鹏辉有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儿
子14岁正上初二，女儿9岁上小学三年
级。“两个孩子慢慢长大，压力也逐渐增
大，想趁着年轻出去拼搏几年。”蒋鹏辉
说，近年来出国务工已成为平常事儿，他
有个堂哥就在沙特阿拉伯打工，于是自
己也动了出国打工的念头，去年就提前
办好了护照。

今年5月份，蒋鹏辉得知中化三建正
在招收出国务工人员，就赶到该公司在
安徽淮南的公司总部应聘电工，经过笔
试、面试，他顺利通过考核。今年9月25
日，根据公司安排，他飞赴马来西亚，来
到新山市一处建设工地工作。

蒋鹏辉说，这是一个中化三建承建
的化工厂项目工地。住宿的营地距离工

地约 10 里地，每天由大巴车接送上下
班。他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从配电器到
终端设备铺设电缆、做槽盒。他担任岗
位工长，手下带着5个老外，其中4个是
巴基斯坦人，1个是非洲人。“他们看不
懂图纸，干不了技术活儿，只能干一些
体力活儿。”每当看到他活儿干得漂亮，
这些老外纷纷竖起大拇指，夸他“真厉
害”。

“你平时跟老外如何交流呢？”
“一些简单的指令用手比画，他们能

理解。复杂的话，就用手机上的翻译软
件。”他说，到了工地，他才了解到这里三
分之一是中国人，三分之一是马来西亚
本地人，其他的三分之一来自各个国家
的都有。这里的老外大多说英文，出国

之前他就有心理准备，提前在手机上下
载了翻译软件。

“在外国打工，工资是不是高呀？”
“在这里保底工资是每月8800元人

民币，这个直接打到工资卡上。另外每
月的岗位补贴、高温补贴、加班费等发的
是马币，发到工人手中，用于在当地消
费。其实在这里不花啥钱，一个月能净
落一万元左右吧。”

蒋鹏辉说：“在这里，工装和鞋、劳保
用品是公司发的，吃的顿顿是米饭配鸡
鸭鱼肉，各种饮料也供应充足，就是想
家乡的馒头。这里的水果很贵，苹果要
2马币一个，折算人民币要3块多。一瓶
青岛啤酒要十几马币，合 30 元人民币
了。”

□本报记者王春霞 实习生郭玉婧
郑州:参与省会建设深感自豪

马来西亚：5个老外给他打下手

满足：
一边打工一边旅游

东莞：
见证电子产品飞速换代

←在马来西亚的工地上全副
武装的蒋鹏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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