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岸萌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经济飞速
发展。有这么一群人，虽然文化水平
不高，但是却凭借一技之长，被一些
承建外国工程的公司选中，跨出了国
门。

28岁的王艳伟目前在沙特阿拉
伯一家在建火电厂打工，这已经是他
到过的第三个国家。11月18日下午
4点左右，因为时差问题，记者联系
到王艳伟时，他上午的班还没有结
束，但他说不太忙，我们就通过微信
聊了起来。

农民工王艳伟：

跨出国门打“技术工”
国家强大腰杆儿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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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艳伟是叶县盐都街道问村人，
一家人都是农民，他初中毕业之后就
外出打工。一开始在郑州一家主要
承建火电厂项目的公司上班，日常工
作就是铺设线路。

“初中毕业，文化水平不高，一开
始什么都不会，出去打工也都是小
工，干一些繁重的体力活。工资不高
不说，还很累。不过干活时间长了，
也慢慢能看懂一些电路图，后来留心
跟着老师傅学习，慢慢地也会看图纸
了。”王艳伟说，从小工到“老师儿”的
过程中他学到很多东西，之后也开始
向“技术工”靠拢，干活不太累了，工
资也高了。

那时候公司的项目都在国内，一
般半年或者一年就要换一个项目，换
一个地方。像他这样的，在公司就是
一个“临时工”，如果公司的项目能够
接续上，他们有活可干，在公司待的
时间就长一点；如果接续不上，他们
需要另找活干。

因为所干的活专业性比较强，找
活的时候除了自己看公司招聘信息，
大部分时间都通过之前相熟的工友
介绍，像他们到国外打工，除了自己
所在的公司刚好承接的建设项目之
外，基本上都是通过工友介绍的。

“我们这些人，也都算在一个行
内，基本上都是搞火电厂建设的，各
种工作也比较熟悉，工程公司也都需
要有经验、有技术的人，所以工友介
绍的工作一般应聘成功率都挺高
的。”王艳伟说，2009年他第一次出
国到斯里兰卡打工。之后2014年、
2017年先后两次到印度尼西亚巴厘
岛打工，今年年初到了沙特阿拉伯，
都是通过工友介绍的。“这种情况下，
一般都是有人在那些地方干过活，说
不错了我们才去的。”

到国外打工，工期短的时候，王
艳伟他们办的是旅游签证，如果跟承
建的公司签订的有合同，那么公司还
会负责办理务工签证，也不是很麻
烦。

王艳伟说：“先后四次出国打工，
相对于大多数人，我这些年打工的经
历真的很精彩。”

2009年，王艳伟就职于叶县一家
工程公司，公司在斯里兰卡有一个火
电厂建设项目。

“那时候我才20出头，年轻人嘛，
胆子也大，总是想着出去看看，所以虽
然听说当时斯里兰卡还在打仗，不过
前期去的工友说有军队驻扎在工地附
近保护，没啥危险，后来就去了。”说起
第一次出国打工的经历，王艳伟记忆
犹新。

斯里兰卡1948年独立，1983年开
始内战，2009年5月中旬长达20多年
的内战才结束。王艳伟是2009年2月
到的斯里兰卡。

出生在和平年代，王艳伟和大多
数同龄人一样，对战争的理解都是通
过各种媒体。在去斯里兰卡之前，想
法很简单。然而，到了之后，从机场到
火电厂，一路上随处可见架着的机枪，
到工地之后时不时还能听到枪炮声，
一开始王艳伟心里确实有些害怕，不

过并未遇到任何危险，时间长了他就
不再担心了。

斯里兰卡 1957 年与我国建交。
1952年，斯里兰卡在未与我国建交的
情况下，同我国签订了米胶贸易协定，
开创了两国友好的经贸合作史。

据王艳伟说，他参建的火电厂是
斯里兰卡的第一个火电厂。

王艳伟在斯里兰卡待了一年半，
除了日常工作之外，为保护大家，公司
不允许工人单独外出，不过每隔一段
时间会组织工人集体外出活动。

“刚到的时候他们国家还在打
仗，后来战争虽然结束，但是局势还
算不上很稳定，再加上语言不通，所
以我们是不允许单独行动的。”王艳
伟说，他们集体外出时都跟着翻译，
当地人见到他们知道是中国人过来
建电厂的，都很尊重。“这时候就感觉
国家强大了，我们在外面也能挺起腰
杆儿了。”

2014年，经工友介绍，在通过了一
家公司的面试和笔试之后，王艳伟来
到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在这里的一个
火电厂工地上打工。2017年，他再次
来到巴厘岛的另外一个工地打工。

巴厘岛是世界著名的旅游岛，国
内有不少人可能都有到那里旅游的愿
望。在打工的同时能欣赏美景，可以
说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我们平时上班比较忙，没时间也
不想花钱去旅游景点。但是巴厘岛上
的风景优美，随便一框都能拍出好照
片。”王艳伟说，在巴厘岛打工的时候
他们就住在附近的镇子上，相对来说

也更加自由。
下班后可以自由活动，而不是在

工地上出不来。出来之后，可以跟在
工地上认识的当地人一起转转。“只要
管他们吃喝就行，他们会骑着摩托车
带着我们到处游玩。”王艳伟说，在那
里打工很开心。“交流的话首先是比画
一些简单的，实在不行了就用智能手
机上的翻译软件，很方便的。”

另一个值得开心的地方是，他们
那里的物价比国内的低，花钱少还能
吃到“大餐”，“比如说，100元在平顶山
也就能吃一份大盘鸡，但是在那里足
够两三个人吃好饭喝好酒了。”

今年年初，经人介绍，王艳伟与上海
一家工程公司签订了合同，到沙特阿拉伯
打工，建设火电厂。

新的打工地方在沙特阿拉伯西部红
海东岸的延布，工地离红海只有约100米
远，天天都可以看海、听涛。

“工地所在位置比较偏僻，周围没啥
人烟。我现在到工地有9个月了，只外出
两次，一次是办手机卡、一次是办银行
卡。”王艳伟说，两次都是在下班之后出去
的，从工地到办卡的地方，坐车有40多分
钟，路两边都是沙漠，几乎见不到人。他
们的各种商店也都是集中在一个地方，不
像我们国内，商店到处都是。“中午休息时
间比较短，晚上下班之后可以歇一歇，周
围也没有什么看的、玩的，所以大多时间
会用电脑看看电视、电影什么的。”

因为能看懂图纸，王艳伟出国打工在
工地上就是一名“技术工”，手底下干活的
都是来自其他国家的小工。“‘技术工’的
工资国外比国内的要高些，但是小工的工
资国内国外基本上差不多，所以现在我们
国家出来打工的一般都是有些技术的；而
小工，一般用的都是其他国家的人，工资
更低一点。”

在外打工，吃住不是问题，但是气候
却需要适应。每到一个地方，他们最先要
适应的就是气候。

“无论是斯里兰卡、巴厘岛还是现在
的沙特阿拉伯，天气都比较热，高温天气
下干活，血压有时候会升高，一开始头晕
是经常的事情。”王艳伟说，遇到热天，他
们上班的时候，衣服从来都是汗湿状态。
比如说，现在他们那里气温还在30℃左
右。“时间长都适应了，也不感觉太难受。”

2010年，王艳伟从斯里兰卡打工回
国，经人介绍，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两人
于2011年结婚，现在已经有一儿一女。

说起家人，王艳伟的声音变得低沉。
结婚六七年了，他和妻子经常外出打工，
两人相聚的时间只有一年多。现在，他出
国打工，妻子在广州打工，两个孩子跟爷
爷奶奶一起生活。

“前一段时间，我花1000多元从朋友
那里买了一部智能手机，请他送到家里，
教会6岁半的女儿用微信视频，这样我们
有空就可以聊天了。”王艳伟说，他和妻子
都在外打工，家里老人年龄大不会用智能
手机，国际长途电话费又太贵，所以之前
他出国，基本上不与家里老人和孩子联
系。现在女儿稍大一点，能教她使用智能
手机，才买了一部。

“这次我跟公司签的合同是两年，中
间有两个月的假期，马上就可以放假了，
正好可以回去过春节。”谈起接下来的假
期，王艳伟又高兴了起来，“先到广州，陪
妻子几天，然后两人一起回家陪父母和孩
子过春节。”

“实话说，像我这样的，如果不是现在
国家发展得好，能跟着在外承建工程的公
司出来打工，一辈子可能都出不了国，看
不到这么丰富多彩的世界，认识不了这么
多人。”王艳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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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由王艳伟本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