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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沈杨回国之前，沈杨让家
人用他在伊拉克一年的收入加上家里
的一点积蓄作为首付在南汇买了一套
2室一厅的房子，而这也是让他无比自
豪的一件事——他终于能像父亲那
样，担起整个家的责任。而回想起当
初选择读中专，他也庆幸没有选错。

沈杨的家庭条件不算太好，母亲
身体不好一直没有工作，有个90多
岁的奶奶和一个聋哑的叔叔，一家5
口的生活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支
撑。然而在他中考前，父亲被查出了
肺癌！顿时，整个家庭都笼罩在了黑
暗里。这种情绪影响了沈杨的发挥，
成绩优异的他考了524分，虽然也达
到了普通高中的录取分数线，但考虑
到当时的家庭情况，沈杨和家里人还
是选择了读中专。

“2013年4月份，父亲去世了，我

一下子像被抽去了精神支柱，是班主
任和其他老师们不停地开导我、在生
活上关心我并给我补落下的课，才让
我振作起来，逐渐走出了家庭磨难阴
影，重新点燃了学习、奋斗的信心。”
沈杨说，中专第二年他们进入专业学
习阶段，也成为他脱胎换骨的转折
点，“我不再对自己仅仅是一个中专
生感到自卑，反而觉得有学不完的知
识在等待着我去学习、探究，我爱上
了自己的专业。”

如今，沈杨当初的初中同学大多
都还在读大学，而20岁的他已经可
以用自己的收入为家里人改善居住
环境，“以前我也是想考高中读大学
的，认为中专是学习比较差的人才会
考的，但通过这几年的经历，我认识
到，读中职同样也是能找到好工作
的，关键还是要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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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后上海小囡沈杨选择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赴伊拉克工作一年赚到买房首付
20岁时你在干什么？很多人的回答可能是“还在上

大学”。而对于上海小囡沈杨来说，自己的20岁要比大多
数同龄人有更多的色彩——不但作为技术人员在伊拉克
的电厂援助了一年，还用一年的收入作为首付给家人买了
一套新房。如今，看着自己有了心仪的工作，并且成为家
里的顶梁柱，沈杨觉得自己当初选择中职真是选对了，“一
直以来，人们总觉得学习不好、调皮捣蛋的学生才会去读
中职，但其实只要肯努力、肯吃苦，中职学生一样可以有很
好的工作。”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提到中职生，你对于这群人有怎样的看法？部分人可能会在心里打上“调皮捣蛋”“不好好读书”的负面标签。但是本报从今天起将
推出“海外中职”系列，四篇系列报道既有远赴伊拉克、韩国的中职生，也有两次前往德国学习先进经验的中职教师。我们看到，沪上中职
学校的教师们将国外的先进理念渗透到日常教学，带动教学理念的革新与教学方式的改变，而学生们则受益于国际化标准，技术技能水
平与职业素养也迅速与国际接轨。师生共同努力改变人们原先对中职教育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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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6月，19岁的沈杨从上
海电力工业学校中专毕业，成为上海
电力上电漕泾电厂的一名员工。而
刚刚工作了一个月，他就被厂里选派
前往伊拉克一家电厂做技术援助。

“和我同期一起去的一共有11
个人，我是漕泾电厂唯一一个。”沈杨
说，集团每年都会选派技术人员前往
伊拉克援助，而自己之所以仅仅工作
了一个月就被选中，除了领导想锻炼
年轻人的因素外，还因为自己“在学
校学得挺好。”

尽管对于伊拉克这个“传说中”
的国家完全不了解，尽管从来没有去
过那么远的地方，尽管因为当地的战
乱家里人不太放心，但沈杨还是接受
了这项任务。2015年8月，他和其他
小伙伴们经过长时间的飞行之后抵
达了伊拉克。

“一下飞机第一感觉就是热，第
二感觉是干燥，非常不习惯。”伊拉克
当地炎热、干燥的沙漠气候给了在上
海长大的沈杨和同伴们一个“下马

威”，而从机场到电厂的一路，更是让
这些来自大都市的年轻人在心灵上
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当时我们坐在两辆车上，前后
各有一辆武装皮卡护送我们，皮卡上
的大兵和架着的机枪以前都只是在
电视上见过，沿途各个关卡也都能见
到拿着真枪的士兵。”沈杨说，这是他
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到真枪，而这种

“严阵以待”的架势让他心里不自觉
地就有些紧张。

在机场旁边，沈杨还能见到一点
建筑，当汽车从机场开出后，一路上
基本上就只有各种荒凉和不时出现
的断壁残垣。“8月份当地白天的温度
有四五十摄氏度，那个车跑得又慢，
开着窗热风一股股吹进来，感觉整个
人都被蒸干了，连汗都没有。”就这样
经过了两三个小时的车程，沈杨和小
伙伴们终于抵达了援助的伊拉克华
事德电厂，“电厂里有200多个中国
人，有些还是自己单位的师傅，所以
到了那里悬了一路的心才放下来。”

沈杨在上海电力工业学校学的
专业是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
他所在的漕泾电厂是国内先进的超
界机组的电厂，而他们到伊拉克华德
事电厂的任务，就是帮助当地运行电
厂并在技术上教授、指导当地人员如
何运行和维护机组。

“在那边实行三班制，早、中、晚
三班倒，每个班组都是中方技术人员
和当地工作人员搭配。”沈杨说，在伊
拉克的工作强度比在上海大，上海是
五个班组三班倒，在伊拉克是四个班
组三班倒，而且在伊拉克的抢修任务
更重。“当地的发电机组相对陈旧，经
常发生跳机。当地用电本来就匮乏，
每次跳机都会使周边的政府、工厂、
医院都受到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就
更不必说。因此我们常常没日没夜
地抢修，尽可能帮助他们及时恢复供
电。”

有一次，沈杨上晚班，凌晨2点

多，通过监视设备发现锅炉的省煤器
出口烟温大幅下降，怀疑是有泄漏。
沈杨立即采取措施，一方面维持汽包
水位，一方面紧急减负荷，“最后进去
检查后采取了停机处理，一直忙到了
凌晨6点多。”

在完成各种抢修任务的同时，沈
杨和同事们还要克服各种困难，首当
其冲的就是饮食。由于伊拉克当地
吃的蔬菜主要是卷心菜、花菜、土豆，
没有绿叶菜，再加上条件有限很多调
料都没有，因此对于本来就不太喜欢
吃这几样蔬菜的沈杨来说，在当地吃
的菜要用“很难吃”来形容。“一年多
吃下来，我瘦了10斤，回到上海后我
们家都不买这三样菜了。”

而除了饮食上的适应，沈杨和同
事们还要适应当地人工作的“节奏”，

“和我们中国人相比，当地人显得比
较懒散，学习积极性不太高，经常要
沟通的时候找不到人。”

参加工作仅一个月就被派往伊拉克

抢修任务重同时还要克服各种困难

在伊拉克的日子，出于安全的考
虑，中方技术人员平时不允许出电
厂。而在枯燥的工余时间里，沈杨除
了和小伙伴们一起跑步、踢球锻炼身
体，大把的时间都用在了钻研技术上。

“电厂里的工作专业性很强，在
学校的时候，学的理论偏多一些，很
多实践经验还是要靠在工作中积
累。”沈杨说，伊拉克当地设备相对陈
旧、各种故障频发，对年轻人来说反
而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学习环境，“不
少师傅都说，在这里遇到的很多故障
在国内都是见不到的，所以在这里待
一年，见到的故障、积累的经验抵得
上在国内七八年。”

虽然在伊拉克的工作环境比较
危险，压力也挺大，但也给了沈杨更
早、更大的锻炼平台。凭着在工作中
的不断积累和刻苦钻研，沈杨在专业
技能上快速成长起来，短短一年多时

间，他从一名岗位技能不甚娴熟的普
通见习工人，快速成长为一名运行巡
操、副值班员，在国内企业这通常需
要5年以上岗位经历。

而在伊拉克的工作经历，也更坚
定了沈杨要成为一名首先是合格、未
来是优秀电力人的志向。“伊拉克的
生活异常艰苦，但在那里我又感受到
无上的荣誉与幸运，我是代表我的祖
国去援助的。”

从2015年8月到2016年9月，沈
杨整整在伊拉克待了一年多，其间没
有回过上海，这是他长这么大第一次
离家这么久。不过，这一年多，沈杨
也收获了很多，除了专业技术上的进
步，还有生活上的。在伊拉克举办的
国庆晚会和春节联欢会上，生性腼腆
的沈杨居然和同事说起了相声，他还
与电厂的伊拉克年轻人成了朋友，即
便回到了上海还不时在微信上联系。

海外一年的经验抵得上国内七八年

付首付给家人买房子承担起家庭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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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杨（中）和电厂的伊拉克当地年轻人成为朋友。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