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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多瑙河又见多瑙河（（报告文学报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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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春风荡漾的4月29日，一则来自新闻媒体

的信息像磁铁一样强烈地吸引了我，顿时在我

心头升腾起一种炽烈的火热。

这是习近平主席复信河钢集团斯梅戴雷沃

钢厂30名塞尔维亚籍职工代表的新闻。他满怀

深情地回忆起2016年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

问期间，到斯梅戴雷沃钢厂同大家面对面交流

的情景，深深感受到大家对中塞互利合作的支

持和对钢厂美好未来的期盼——

“从你们的来信中我得知，在双方管理团队

和钢厂工人的共同努力下，钢厂面貌焕然一新，

为斯梅戴雷沃市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我对

钢厂在中资企业投资后迅速扭亏为盈、5000多

名职工的工作岗位得到保障、数千家庭享受平

静幸福生活感到十分高兴。钢厂的发展离不开

爱岗敬业、拼搏奋斗的员工，你们用辛勤的劳动

使钢厂发展日新月异，为中塞铁杆友谊续写新

篇，我为你们‘点赞’。”

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2018年岁末那个终

生难忘的夜晚，我与河钢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

主任牛卫星一起，开始了第一次远赴塞尔维亚

的跨国飞行。当中国民航班机的发动机发出震

天动地的轰鸣，缓缓告别首都国际机场3号航

站楼，沿着两侧灯光闪烁的长长水泥跑道，银燕

一样展翅，渐渐地攀上深邃而辽远的天宇时，我

澎湃而沸腾的心也随之飞起来了。

二

这个创作题材的灵感契机，实际上是我在

接受河北省作协创作反映河北钢铁大省转型升

级的长篇报告文学《钢结构》这一任务的过程中

意外获得的。其中涉及的河钢唐钢团队收购塞

尔维亚斯梅戴雷沃钢厂半年扭亏、两年巨变的

动人故事，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从而产生了强烈

的创作冲动，随即有了要去塞尔维亚实地采访

的渴望。非常幸运的是，我的这个请求，迅即得

到了河北省作协和河钢集团的热情支持，他们

做了周到而细致的安排。

我曾多次出国，仰望过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尖顶上的闪亮红星，欣赏过圣彼得堡的北极白

夜，倾听过曼谷湄南河的滚滚涛声，但是都远不

如这次赴塞尔维亚之行。我深感意外又心驰神

往。因为之前出国多是旅游或者是出席学术交

流活动，而这次塞尔维亚之行却是去探究这些

创造奇迹的人的“精神密码”。

1981年初，我脱下军装依依惜别位于祖国

大西南大凉山腹地的西昌卫星中心那条工作和

生活了长达十余年的翡翠峡谷，转业到我故乡

的城市唐山从事地方文学刊物的编辑、主编工

作，至今已有四十多年。我亲眼见证了这座中国

北方重要的工业城市如何从一片瓦砾堆上再次

凛然崛起，并以开天辟地的勇气和胆识，相继兴

筑了京唐港和曹妃甸两大港区，从而实现了孙

中山先生早在1919年就提出的北方大港的久

违梦想，完成了“城市由内陆资源型向沿海开放

型”的伟大转变。

唐山是享誉世界的钢铁之城，而唐钢是中

国十大钢铁基地之一。我在以极大的热情关注

着这座资源型重工业城市伟大变迁的同时，也

密切关注着位于唐山市区母亲河——陡河右岸

的这座十里钢城的每一个激动人心的律动。特

别是在改革开放后，他们实施全球化发展战略，

与强者为伍，与智者同行，矢志打造“世界河

钢”，先后收购了南非矿业和世界上最大的钢铁

贸易公司——瑞士德高公司，使这只翱翔在陡

河上空的矫健雄鹰，延伸了更加强有力的双翅，

冲出国门，飞向了远在天边的中东欧，飞向了碧

波如镜的多瑙河，从而有了后来成功收购塞尔

维亚斯梅戴雷沃钢厂这一震惊世界的壮举。

三

因为时差的关系，当我们经过长达十多个

小时的暗夜飞行，终于沿着“乌兰巴托—莫斯

科—柏林”的国际航线，平稳降落在欧洲第二大

机场——法兰克福机场的时候，远方的地平线

上刚刚绽放出玫瑰色的黎明曙光。我们在候机

大厅等了4个多小时，直到下午两点多钟才转

机，又经过两个多小时穿云破雾的飞行，终于在

下午4点多钟降落在贝尔格莱德尼古拉·特斯

拉国际机场。

一走出机场，就清楚地看见年轻的女翻译

波雅娜正在热情地迎接我们。她当过导游，先后

带团来过北京、上海等地，后应聘到河钢塞钢。

我们上了车，沿着高速公路向东南方向行驶。

凭窗眺望，沿途都是锯齿状的起伏丘陵。前几

天刚刚下过一场不大的雪，太阳一出来，顷刻之

间便把裸露在山顶的积雪融化了，只有在沟壑

和山脚背阴的地方还残留着鱼鳞般闪光的片片

积雪。

汽车行驶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前方显露出

了横贯东西的光带，这是享誉世界的多瑙河；进

而闪现出了覆盖着绛紫色尖顶的房屋群落，这

是我们心向往之的斯梅戴雷沃。再往前走，就

进入了视野大开的坦荡平原，一座城墙似的宏

阔工厂渐行渐近，尤其是遥见那根锥状纪念柱

一样、直刺云天的高大烟筒，我们就清楚地知

道这应该是我们早已渴求一见的斯梅戴雷沃

钢厂了。

轿车减缓了速度，进入门禁严格的厂门，穿

过长满绿树的宽阔厂区，最后停靠在了一栋简

易的三层办公楼前。此时，橙汁般的黄昏开始悄

然倾染了天地，一扇扇透明的窗户闪烁着赏心悦

目的光亮。我们首先见到的是河钢塞钢副总经理

王连玺，稍谈片刻，他就带领我们去见执行董事、

首席执行官宋嗣海。当时宋嗣海正与一个中方团

队成员探讨如何破解一个技术难题，在15分钟

的谈话结束后，便站起身来热情欢迎我们的到

来。我们争分夺秒的采访就这样不经意间开始

了。随着他波澜不惊的讲述，这个百年钢厂起伏

跌宕的苦难命运，就像一辆过山车一样旋转呼

啸而来。

四

这位性情沉稳、憨厚扎实的灵魂人物，是从

唐钢集团副总经理的任上，临危受命，在2015

年5月带领技术团队飞抵贝尔格莱德进行前期

考察的，目的是进行全方位可行性研究。临行

前，河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于勇特别交代了

铿锵作响的10个字：“问题大起底，风险全覆

盖。”于勇严肃要求他们对斯梅戴雷沃钢厂陷入

破产困境的种种原因进行“大起底”，然后看我

们能否具有“一对一”全覆盖式的对冲手段，以

确定是否有能力收购。

宋嗣海就是肩负着这种崇高而艰巨的使

命，带领专家团队来到遥远而陌生的塞尔维亚

的。尽管在临行前，他也看过这个钢厂的一些资

料，但是亲临现场后还是对现状震惊不已。

这是一个具有辉煌历史的英雄钢厂。它创

办于1913年的春天，最早是选址在穿城而过的

多瑙河岸边的一家外资企业，目的是便于利用

驳船“运进运出”，尽管规模很小，却先后历经炮

火连天的两次世界大战。英雄的钢铁工人们用

鲜血和生命铸成的枪炮，强有力地支援了反侵

略战争，为民族独立和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二战胜利后，它被收归国有，由南斯拉夫社会主

义联邦共和国政府负责经营，是全国冶金的支

柱企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促进国家工业

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也是一个命运多舛的苦命钢厂。进入20

世纪 90年代，它因受到西方的经济制裁而破

产。2003年4月，美国钢铁公司以2300万美元

收购它，前后经营了十年，最终没能走出2008

年下半年由美国纽约华尔街开始的全球金融危

机所造成的价格断崖式下跌带来的累累负债，

在2012年初只得无奈地以1美元的象征性价

格抛售给塞尔维亚政府，抛下5200多名员工，

带走200多名技术骨干去了与斯梅戴雷沃钢厂

差不多同期收购的、美国钢铁公司欧洲板块的

另一家公司——斯洛伐克科希策钢厂。美方管

理层的拂袖而去，给员工们造成了几乎是灾难

性的后果——在他们经营期间，有不少员工在

银行里有贷款，现在企业塌陷，无法按期偿还。

塞尔维亚政府在托管的四年里，每年不得不从

囊中羞涩的国库里硬是挤出上千万美元，勉强维

持企业的生存——两座炼铁高炉只能开一座，处

于半停产的状态。为了养家糊口，不少员工不得不

忍泪告别工厂，背井离乡到邻国特别是经济发达

的德国去打工。想盖新房的不敢盖，想生孩子的不

敢生，想结婚的不敢结，工人们陷入了前所未有

的生存困境——多瑙河呜咽着苦难的悲歌。

制约企业发展的致命症结，到底在哪里？

宋嗣海他们通过深入探究和分析，终于发

现了这只钢铁雄鹰落难的真正原因。钢铁行业

是连续化的工业大生产，一头是铁矿石等上游

原料，中间环节是炼铁、炼钢和轧钢，另一头则

是产品市场。此前，南斯拉夫实行的是计划经

济，全国一盘棋，统一调动和支配。铁矿石等上

游原料从黑山港运进来，而产品则供应所有的

联盟制国家，根本不存在“两头短缺”的问题；进

入20世纪90年代就大不相同了，南斯拉夫分

裂成6个国家，斯梅戴雷沃钢厂失去了全国调

拨的上下游两头的优势，两只矫健的翅膀被无

情折断，再也飞不起来了。

而恰恰在这两点上，河钢具有不可替代的

优势：进口铁矿石等上游原料完全可以通过设

在北京的河钢集团国际部从全球采购，通过多

瑙河和黑山港转运到斯梅戴雷沃钢厂；而钢铁

产品则完全可以通过河钢瑞士德高公司设在全

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销售处进行销售——

两头的空间都十分巨大。

清醒的判断和坚定的信心，明显加快了河

钢收购斯梅戴雷沃钢厂的进程。

2016年4月，河钢集团与塞尔维亚政府经

济部在这里举行了隆重而热烈的签约仪式，宣

布以4600万欧元的价格收购这个风雨飘摇的

钢厂，成立新的河钢塞尔维亚公司（河钢塞钢）。

一直挣扎在奇寒严冬中的5000多名员工欢呼

雀跃，终于盼来了冰河解冻的早春霞光。

同年6月，习近平主席专程来到河钢塞钢，

亲切看望这里的中塞员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

讲话。这是斯梅戴雷沃钢厂创办一百多年来，第

一次迎来远道而来的外国国家元首。许多塞籍

员工十分动容地对我说：“西方制裁我们，北约

轰炸我们，美国钢铁公司抛弃我们，在这茫然无

措的时刻，来自中国的河钢不仅远道而来出手

相救，习近平主席还满含深情地亲临我们的工

厂看望我们，怎能不让我们深受感动，怎能不让

我们热泪横流！”

五

虽然塞尔维亚人早就知道中国，但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中国对于他们只是一个遥远的存

在。直到1999年3月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

使馆，3名中国记者牺牲之后，他们才进一步加

强了对中国人的感知，他们感到非常气愤，并以

各种形式表达了声势浩大的声援。而这次收购，

是双方第一次真正开始了面对面的接触。

客观地讲，一开始，人们对河钢的到来并没

有抱过高的希望。因为美国钢铁公司是由卡内

基、摩根两大巨头战略重组而来的超大型钢铁

企业集团，具有一百多年的辉煌历史和丰富管

理经验，不仅为推进美国的工业化做出过重要

贡献，而且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载誉

度，综合实力远超河钢集团。他们都在这里“败

走麦城”，难道河钢真的能够使这个被判定为

“癌症晚期”的钢厂起死回生吗？尽管不好明说，

但有些员工的心中有着一种不可避免的担心和

忧虑。

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和巨大风险，在审视

着这些初来乍到的中国人。然而，宋嗣海他们不

仅非常有底气，而且非常有定力。刚刚接手不

久，他们就重新启动了停产多年的二号炼铁高

炉；仅仅半年，就实现了扭亏；仅仅一年，就成为

塞尔维亚第二大纳税大户；仅仅两年，就超过意

大利的弗兰特汽车，成为塞尔维亚第一纳税大

户。短短的三年时间，他们创造了难以置信的“三

级跳”的奇迹，不仅复兴了这个钢厂，也带动了斯

梅戴雷沃这座只有不足10万人口的钢铁之城。

银行追着给员工贷款，新结婚的员工一家又一

家，新盖的小楼一栋又一栋，重返老厂上班的员

工一个又一个。城市的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不仅路旁的木头电线杆都换成水泥的了，此

起彼伏的喜讯更如同星星点灯般的金黄色迎春

花一样，在多瑙河岸边的半山坡上竞相开放。

我在这里如陀螺般连轴转了四天。在宁静的

办公室里，在沸腾的车间厂房里，在饭菜飘香的

中餐厅里，在临河的酒馆里，我一次又一次地同

河钢塞钢中方管理团队的所有成员倾心交谈：没

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而造成终生遗憾的总经理

赵军，依靠视频来解对九旬慈母思念之苦的王连

玺，顾不上照顾女儿的财务总监唐娟，顾不上照

顾妻儿老小的市场部部长高峰……

我还在悬挂着天蓝色窗帘的新建二层小楼

里，采访了塞籍采购部主任米沙，他满怀希望地

告诉我：“自从河钢到来之后，像一块大石头一

样压在员工心头上的忧愁与焦虑都云开雾散一

样消失了，尽管在生产经营上还会遇到新的困

难，但是我对未来是充满信心的。”我在清新整

洁的办公室里，采访过身材高挑、妩媚迷人的塞

籍员工白莉娜，她给我深情地讲述了原来在轧

钢车间当主任的老公，如何在企业破产的绝境

中为了供养4个孩子而不得不辞职到外地打

工，在河钢接手后又重返钢厂的曲折故事，她感

叹不已道：“我们万万没有想到河钢竟然有这么

大的实力，让我们拨开云雾，重见了光明。”我在

只有三层小楼的市政厅里，采访了娴静典雅的女

市长亚斯娜·阿弗拉莫维奇，她生于斯长于斯，始

终没有离开过川流不息的多瑙河，谈到河钢瞬间

兴奋起来，特意站起身走到我们的面前，发自内

心地赞叹：“在美钢联收购时期，我也是市长，可

他们从来不与我们联系，好像是城市以外的钢

厂！河钢到来却大不一样，不仅成功地使我们的

企业转危为安，而且无论是共同出席一年一度的

秋收节，还是在帮助市民免受洪水之灾等方方

面面都融入了我们的生活。要说评价，如果是百

分制，我给河钢团队打110分！”

四天的时间转瞬即逝，给予我心灵的感受

却是“一日长于百年”。每时每刻都处在前所未

有的心灵撞击中，我是真舍不得离开啊！回国之

后，我凭着一种“不得不写”的岩浆奔突般的激

荡与震撼，抓紧一切时间，趁热打铁，终于创作

完成长篇报告文学《多瑙河的春天：“一带一路”

上的钢铁交响曲》，由河北教育出版社、花山文

艺出版社联合出版。也许是题材的独特性，也许

是异域的神秘性，这本书一经出版就受到广泛

关注，并有幸被相继翻译成塞文和英文。从那以

后，尽管我接受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创作选题，但

是我始终没有忘记多瑙河夜空中的璀璨星光，

没有忘记星光下那座烈焰熊熊的钢厂，没有忘

记那些共同携手创造非凡神话的人。

六

转眼间好几年过去了，那里又发生了哪些

崭新的故事？这如同风筝一样，时时刻刻牵动着

我的心。

尽管中塞相距万里之遥，但并不妨碍我们

近距离地交流。因为我就工作和生活在唐山，而

河钢塞钢的中方管理团队的成员也都家在唐

山。他们每隔三个月就有八天的探亲假，不长的

时间内我们就能相聚一次，畅谈的主要话题依

旧是离别后仍在挂念的那些人。

宋嗣海告诉我两件事：一是在2017年的盛

夏时节，多瑙河遭遇了五十年不遇的特大旱灾，

河谷见底，航道断流；二是在2018年的严冬时

节，又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风雪，冰冻三

尺，坚厚如铁。这两次特大自然灾害，致使从乌

克兰矿山运送铁矿粉和煤炭等原料的宽底驳船

开不进来，生产出来的钢铁产品又运不出去，两

头夹击，给刚刚重现生机的钢厂造成了新的“断

翅”危机。河钢“全球拥有资源、全球拥有市场、

全球拥有客户”的宏观发展战略，在这个关键的

时刻又一次发挥了扭转危局的扛鼎作用。河钢

国际部香港分公司事先就未雨绸缪地提前完成

全球采购，并通过黑山共和国的港口和铁路源

源不断地转运到斯梅戴雷沃钢厂。

仅仅如此吗？

今天的河钢塞钢，已经远不是原来的模样。

如果说前几年的主要任务是围绕着“起死回生”

而艰难展开的，现在的使命围绕的却是另外4

个字——

绿色制造。

花香弥漫的2019年7月24日，一件具有历

史意义的大事发生了。

一大早，一辆高级轿车缓缓地驶进了厂区，

走出车门的是身高一米九八、面带灿烂笑容的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他专程赶来出席新建烧

结厂的开工仪式。

这个钢厂是塞尔维亚经济发展的千斤顶，

不仅关乎着那么多员工的养家糊口，也关乎着

国家的兴衰。他曾经多次来过这个钢厂，面对无

数茫然无助、焦灼渴望的眼神而深感愧疚，并下

决心为改变他们的命运而奔走呼号。从2012年

开始，他就一直向一些国家和企业求助，想方设

法为其寻找出路；在那个回绿转黄的金色秋天，

他利用访华的机会，向中国寻求帮助，终于迎来

了河钢集团的出手相救，迎来了期盼已久的春

天，迎来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沧桑巨变。如今钢厂

又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朝着建

设“欧洲领先的绿色节能现代化工厂”的目标开

拓奋进。

业内人士都知道，烧结厂负责的环节是整

个钢铁连续化大生产污染最严重的工艺环节，

而河钢塞钢投资1.2亿美元的这项能源和环保

综合改造工程，“绿色”是重点与亮点。它引进包

括循环经济理念在内的河钢集团21项专有技

术和诸多中国及全球先进的新工艺，将老烧结

厂内大部分老旧建筑及设备关停、拆除，用钢铁

冶炼产生的副产品高炉煤气代替原来的天然

气，黑色的铁矿石经过破碎、分类、烧结等工序，

最终成为用于高炉炼铁的炉料，不仅节省了购

买天然气的成本，还降低了能耗，提高了环保治

理能力，粉尘排放量小于每标准立方米15毫

克，远远优于每标准立方米40毫克的欧盟标

准，使改造后的河钢塞钢在节能环保、绿色制造

上全面升级达到欧洲领先水平。

当武契奇总统与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陈

波，河钢唐钢、河钢塞钢董事长王玉兰在数百名

钢厂员工的见证下，共同埋下记录着河钢塞钢

发展历史的“时间胶囊”的伟大时刻，全场的欢

呼声达到高潮，激情的鸽哨响彻天空。

2023年，河钢塞钢荣获欧盟和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等联合颁发的“绿色议程”奖励证书，是

唯一获此殊荣的中资企业。

与此同时，“智能化绿色人才建设工程”也

在明显提速。河钢—贝尔格莱德大学钢铁绿色

制造联合实验室早已隆重揭牌，双方聚集全球

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致力于把联合实验室打

造成为“一带一路”科技合作的典范，推动河钢

塞钢技术创新和绿色发展；河钢与德国西门子

公司在贝尔格莱德签署共建塞尔维亚钢铁公司

数字化绿色化工厂项目合作协议，致力于把河

钢塞钢打造成欧洲最具竞争力的全流程绿色智

能化钢厂。

我们欣喜地看到，河钢塞钢有着更加高远

的超越。他们谋求的并不是“短期效应”，而是于

勇董事长所强调的那样：“我们不直接获取效

益，而是在不断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的过程中获

取效益。”

人类的历史就是变革的历史。为了创造更

加美好幸福的新生活，就必须不断地进行变革。

原以为我是比较了解河钢塞钢的，但是我

错了。仅仅几年的时间，这里就又发生了出乎意

料的崭新变化——我又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一

带一路”，一个正在不断成长的崭新人类命运共

同体。

一个人对于一个陌生的地方和人群的亲近

程度，并不取决于时间长短。在熙熙攘攘的世界

里，有的虽然相处许久却形同陌路，有的虽然偶

然相遇却心灵相知，入心入脑，终生铭记。接触

的时间虽然短暂，却让我从情感的深处愈发离

不开至亲至爱的多瑙河了。尽管它远在万里之

遥的中东欧，然而那奔流不息的血液已经注入

我生命的血管里。它的每一次富有生命力的呼

吸，每一次情不自禁的歌唱，每一次起伏跌宕的

浪花，河床两岸洋溢着的潮湿气息的密林和花

团锦簇的原野，都已经成为我生命中须臾不可

剥离的血肉。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给30名塞籍员工的复信

中所强调的那样：“斯梅戴雷沃钢厂的良好发展，

是中塞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生动实践，也是

两国互利合作的成功典范。钢厂职工是中塞友好

合作的参与者、见证者、贡献者，也是受益者。”

离开久了会加倍惦记，分别久了更急切渴

望重逢。我不止一次坚定地告诉我的多瑙河兄

弟姐妹。等着我吧，初识只是开始，为了追寻更

加精彩的梦境，无论如何，我都会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