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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朱柳融

7月14日，带着满满的不舍
和对未来的憧憬，刚从柳州铁道
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柳铁职
院”）毕业的老挝留学生宁花、王
一，在昆明火车站坐上中老铁路
国际旅客列车，返回家乡。

“我们已经给老中铁路有限
公司投递了简历，顺利的话，7
月底就能有好消息。”2002年出
生的宁花用流利的汉语说，“成
为老中铁路上的客运员，一直是
我们的梦想。”

远赴中国 学习技术

宁花和王一是表姐妹，两人从
小一起长大，志趣相投。看到老中
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逐渐深入，在
老挝投资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两
人在高中毕业后都选择到老挝汉
澜管理学院学习汉语，希望毕业后
能够进入中资企业工作。

就在宁花和王一沉浸于汉语
学习时，2021年12月，中老铁
路开通运营。姐妹俩的老师给她
们带来一个好消息：“老中铁路

的运营需要专业技能人才，你们
可以申请到中国留学，学习高铁
技术。”

这个消息在姐妹俩心中激起
了不小的涟漪。“我们以前除了
家乡沙耶武里，连首都万象都没
去过。”王一说，“如果可以去中
国留学，还能从事与老中铁路相
关的工作，那我们的未来也许有
更多的可能性。”

于是，姐妹俩在家人的支持
下，完成留学申请手续，获得了
进入柳铁职院学习铁道交通运营
管理专业的机会。

去年5月，宁花、王一搭乘
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来到中
国，开启了追梦之旅。回想过去
一年多在柳铁职院的学习时光，
两人记忆犹新。

“那是我们第一次坐动车，
平稳、高速的动车，让我感到很
新鲜。”宁花回忆道，到达柳铁
职院后，开始时由于不适应，这
股新鲜感很快变成了思乡的愁
绪。“说实话，我们那时候哭
过，很想家人。”

好在柳铁职院的师生们给予

了她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在学习、
生活上尽力帮助，让她们逐渐淡
忘了乡愁，进入了学习状态。

“我们虽然通过了汉语
HSK4级考试，但有很多专业术
语要记、要背，还要把实训理论
转化为实践，学习上遇到不少困
难。”王一说，老师们都很细
心，不仅帮她们把教材上的汉字
都标注了拼音，还耐心地给她们
讲解每一个知识点。

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
姐妹俩也会在课余时间，将知识
点翻译成老挝语，反复读写练
习，不断加强巩固。

带着梦想 返回家乡

凭着这股学习的劲头，今
年 7 月，宁花、王一顺利毕
业。回国前收拾行李时，两人
的行李箱都装得满满当当。“来
的时候，我们都只带了一个行

李箱，回去的时候每人都多了
一个。”王一笑着说，一个装衣
物，一个装柳州螺蛳粉、牛肉
干、辣条等特产，带回去与家
人朋友们分享。

宁花、王一带回国的不仅有
中国的特产，还有中国的高铁技
术。

“我从新闻上了解到，连接
泰国曼谷（阿披瓦中央车站）与
老挝万象（坎萨瓦车站）的跨境
铁路运行后，将与老中铁路连
接，能更好地促进老挝经贸、旅
游、就业等方面的发展。”宁花
说，“相信我们所学的知识和本
领会成为实现梦想的基石，未来
老中铁路的运营发展，我们一定
能出一份力。”

据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
限公司统计，截至7月5日，中
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累计开行
满 1000 列，发送旅客 96 万人
次，共有来自96个国家和地区
的旅客选择乘坐该趟列车出行。

为了助力老挝培养铁路专业
技术技能人才，目前，柳铁职院
已招收了三届老挝留学生。

满怀希冀而来 载着收获而归
——老挝姐妹来柳学习高铁技术毕业归国小记

宁花（右）和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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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韦苏玲

晚报讯 “雕版印刷的版
料，一般选用纹质细密坚实
的木材，如枣木、梨木等。”
昨日，20名小读者走进柳州
市图书馆柳东馆的典籍博物
馆，参加“纸墨匠心”中国
传统技艺体验活动，动手体
验雕版印刷术。

11岁的张宏伟认真学习
每一个步骤，他将墨汁涂在
木板上，用棕帚将墨汁刷均
匀，再将宣纸覆盖在木板上
方，轻轻拂拭纸背，木板上
的典籍内容就印在了纸上。

“我了解到目前发现的最早的
雕版印刷品是公元868年印

刷的《金刚经》。”张宏伟第
一次体验雕版印刷，还学习
到了相关知识。随后，小读
者们还参观了柳州典籍展，
了解了柳州的名贤和古籍。

雕版印刷术体验活动将
传统技艺和地方文化相结合，
印刷的内容包含柳州典籍、名
胜古迹等。暑假已至，柳州市
图书馆也开启了“文化消暑”
模式，推出“年华易老 技·忆
永存——第六届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
录成果展映月”活动、丰子恺
儿童图画书奖作家分享会等
活动，营造书香浓郁的文化场
所和阅读氛围，积极打造“书
香龙城”。

○○全媒体记者 李书厚

清甜可口的百合，不仅可以
用于烹饪，还具有药用价值，
是横跨食物与植物界的“胖白
甜”。眼下，正是柳城县凤山镇
大湾村龙牙百合种植基地采收的
时节。

“这片有20多亩。”昨日，
百合种植户兰小军指着眼前的一
片地对记者说，他种植百合多
年，目前有26亩可挖采，由于
雨水较多，今年的产量不算高。
从湖南来的收购商等候在百合种
植基地旁，据介绍，收购价格在
每斤12.6元左右。兰小军雇了
50多名村民帮忙挖百合，挖出
当天就被收购商装车运走了。

记者在种植基地看到，烈日
下，村民正挥舞着锄头，对准百
合苗的根部挖下去，接着用力一
拉锄头，一个个拳头大小、表面
沾着泥土的百合就被挖了出来。
村民随即弯下腰将百合捡起，用
手擦净泥土并将根丝扯掉后，百
合呈现出洁白如玉的色泽，圆润
的形状宛如盛开的莲花。

正在挖百合的村民韦姐告诉
记者，他们都是附近村屯的村民，
早上6时就到地里开始挖百合了，
一天下来可以挣到130元工钱。

高温天气下，记者看到不少
村民都穿着带有两个小风扇的

“空调服”。这种“空调服”的背
部左右两侧各安装着一台直径
10多厘米的小型风扇，启动时
发出“呼呼”的响声。

“风扇将风吹进衣服里，再将
热气吹出去，确实凉爽很多。”韦
姐说，“空调服”采用充电电池，电
池安装在衣服内侧并配有开关，
充一次电可以用八九个小时。很

多村民都穿着“空调服”下地干
活，在高温下能有效降温消暑。

据了解，百合的花、鳞状茎
均可入药，药食兼用，具有可观
的经济价值。为了确保百合的糖
分和口感达到最佳，百合的种植
周期相对较长，需要经过3个生
长阶段，并且每一个生长阶段都
需要换地种植。因此，百合的种
植成本较高，销售价格也比较
高。

村民挥汗挖采“胖白甜”
柳城县凤山镇20多亩百合迎来采收季

↑村民在挖百合。

←刚挖出的新鲜百合。

柳州市图书馆开启“文化消暑”模式

以“纸墨匠心”打造“书香龙城”

小读者体验雕版印刷术小读者体验雕版印刷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