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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赴非洲传技 结下跨国友谊

我市一名水产养殖专家两次援非，在传授先进养殖技术的同时，结交非
洲朋友，宣传家乡文化——

本报记者 赵佳 见习记者 朱艳艳

“郭先生，我记得你，更记得你为我们建的鱼塘。
我们非常想念你。我把与家人的合影发给你，让你了
解我现在的生活，加深我们之间的情谊……”

这是一封特殊的电子邮件。它跨越重洋，由埃
塞俄比亚索多小镇的一水产养殖者寄到洛阳。

收件人是我市首位援非水产养殖专家郭严军。
今年52岁的郭严军曾两次代表中国前往非洲援助
建设当地的水产养殖项目，在送去先进养殖技术的
同时，更展示洛阳人民的善良与友好，也收获了真挚
的跨国友谊。

“照片上这个小孩今年快5岁了，当年我援非结束启程回国
时，他才刚刚出生……”看着邮件照片中活泼可爱的非洲小男孩，
郭严军的眼神充满温暖，思绪被拉回到他首次踏进非洲的时候。

郭严军是市水产技术推广站的水产养殖高级工程师。
2008年至2009年，他受国家农业部委派，作为我市首位援非
水产养殖专家，前往埃塞俄比亚索多一所科研院校参与水产养
殖教育援助项目，主要传授水产养殖技术。

“只有理论教学，没有实践怎么行？”由于当地没有人工池
塘，郭严军打算利用教学课余时间，牵头建一个池塘供学生实
践使用。可当他把这个想法提出来时，中国及埃塞俄比亚农
业部的工作人员都质疑：这里属于严重缺水地区，连吃水都有
困难，谈何建池塘蓄水？

可郭严军认为，当地虽旱，但也有明显的雨季，为何不能想
办法把雨季的降水储存到池塘里呢？说干就干，他向学校及当
地政府部门申请并最终获得一笔支持资金。

为了节省费用，郭严军跑遍当地各国援非项目部，想借一台
挖掘机使用，但未能如愿，不得已，他和几名当地工人一起，人工
开挖土方，整整挖了45天。之后，他又跑到600公里外的地方
买水泥。由于当地日照强烈，水泥砌好后出现开裂情况。

这可怎么办？郭严军突然想到在家乡洛阳农村盖房子时，
会用有黏度的黄土填补缝隙，他赶紧到处找土，成功解决了水
泥开裂问题。“很多在国内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在非洲解决起
来比登天还难。”郭严军说。

2009年5月，一个200余平方米的池塘赶在雨季前建成，
并在当年成功蓄水。这是索多小镇历史上第一个人工池塘，蓄
水后还成为当地人日常生活用水的取水处。埃塞俄比亚农业
部把郭严军建鱼塘的经验向全国推广。

建成非洲小镇首个人工池塘

2009 年 8 月，因一年援非期限已到，郭严军
离开了索多小镇，回到洛阳。

2012年，农业部再次征集水产养殖专家参加
援非项目，郭严军再次积极报名，前往南非西开
普敦进行人工繁育鱼种的科研工作。

“黄姑鱼是南非当地鱼种，我之前从未接触
过，所有的技术都是自己查阅资料，再一点一点
摸索出来的。”郭严军说，由于缺少养殖饲料，他
绞尽脑汁寻找饲料源。他了解到当地沙丁鱼数
量众多，而当地人又不喜欢吃沙丁鱼，就亲自捕
捉，尝试将沙丁鱼制成饲料喂养种鱼。他还自费
买维生素给种鱼补充营养……

每天，他都到研究中心喂养、照看种鱼，在
周六、周日其他工人都休息的时候，他也坚持步
行十几公里到研究中心，时刻关注种鱼的变化
情况。

在郭严军4个月的不懈努力下，成批的黄姑
鱼首次人工繁殖成功，共获得60万个受精鱼卵，
繁殖出30万条鱼苗。受精鱼卵及鱼苗被运往东
开普敦及西开普敦的渔场，部分被用于渔场成批
繁殖，部分被免费发放给当地人，推广养殖。

“看着满池的鱼卵和鱼苗，我心里甭提多高
兴了。祖国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了，我没给祖国丢
脸。”郭严军说。

实现黄姑鱼首次成批人工繁殖

郭严军两次援非之旅其实来之不易。2006年，他首次
得知我国在医疗、卫生、教育、农业等方面援助非洲，在全国
范围征集援非专家。当年，郭严军就主动报名，但因为英语
面试没有通过，错过了当年的援非项目。之后，他开始恶补
英语，每天早上起床听广播，仅电子词典就用坏了3部。

提起两次援非经历，最让他难忘的是当地艰苦的环境。
“带去的方便面都舍不得吃，只在停电、没水等情况下应

急才吃。”郭严军说，由于当地物资极度缺乏，他千方百计才
买了四五袋面粉和一些大米；他每星期只有两次机会可以步
行50分钟，到市场上买包菜、胡萝卜、土豆等蔬菜；由于缺
水，他曾经3个月没洗澡，实在脏得不行了，就用湿毛巾擦擦
身子；即便每天穿着长裤长袖，也难免被蚊虫叮咬。在援非的
最后几个月，他不幸得了当地流行的疟疾，每天忽冷忽热，浑
身肌肉酸疼，但他从未丢下手中的工作。

远隔重洋，最难挨的还是想家。2009 年和 2013 年的
春节，郭严军都是在非洲度过的，除夕那天，他包饺子、看
春晚，往往是看着、吃着就哭了。由于住地没有通信信号，
他每周只能到市场上用公用电话给家人报平安。一次，上
大学的儿子患病住院，家人为了让郭严军安心援非，向他
隐瞒了此事，直到他结束援非任务回到家中才知道。

生活艰苦，方便面舍不得吃

郭严军热情好客。在帮助当地发展水产业的同时，他
还结识了很多好朋友。

在非洲，郭严军一有空闲，就会做洛阳烙馍、油饼、烩
面，与当地人分享。“他们吃了之后都朝我竖起大拇指，直说
nice！”郭严军说，他也时常和一些当地人喝咖啡聊天，向他
们介绍中国的黄河、长江，介绍洛阳的龙门石窟和牡丹。

此外，郭严军还经常帮助当地一些贫困人群，把从国内
带去的碘伏、棉签、创可贴等赠给他们，回国前，他还把自己
携带的衣物留给了有需要的人。正是他的善良、友好，使他
收获了珍贵的跨国友谊。

这份友谊一直持续至今，不少非洲朋友经常会给郭严
军发电子邮件，叙旧聊天，咨询水产养殖技术……郭严军也
常常向非洲朋友发出邀请，请他们有机会来洛阳吃水席、看
牡丹……

展示友好善良，宣传家乡洛阳

信鸽作为一种通信工具，已基本
退出历史舞台，信鸽竞技却逐渐演变
为一项体育运动，并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鸽友”参与。

今年50岁的程秋生是郑州人，七
八岁时就开始喂养信鸽，20多岁时，他
加入了郑州信鸽协会。如今，老程在
洛宁经营一家饭店，业余时间基本花
在饲养、训练信鸽上。40多年的养鸽
经验，让他成为圈里的资深人士。

除了为参赛进行集中训练，信鸽
日常的家飞训练也要长期坚持。所
谓家飞，就是每天上午和下午各一次
的飞行训练。老程一般用棍子将信
鸽赶出窝去，信鸽飞行一段时间后，
会返回鸽舍，等其进食后，老程再把
它们赶出去，往复多次。有时，老程
会将信鸽带到 100 公里开外的地方
放飞，让信鸽自行返回。

目前，老程喂养了100多只信鸽，
包括“两头红”“两头乌”“青头”等多个
品种。“信鸽不是单纯的宠物，它可以
参加专业的体育赛事，而驯养的过程
也可以让人强身健体。”老程说，他有
个希望，就是成立洛宁信鸽协会，让洛
宁的“鸽友”有个固定的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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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化旅游节唯一指定接待用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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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长期征求原创图片，您可在洛阳网
“洛阳社区”摄影天地（http://bbs.lyd.com.
cn/forum-67-1.html）、河图网发帖或发送
邮件至lyrbshb@163.com，我们将择优选用。

夕阳红

请“龙不吟”“cccx47”将个人联系方式发至
lyrbshb@163.com，以奉薄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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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头乌”

“两头红”

足环是鸽子的“身份证”

不同品种的信鸽

赶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