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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王文、刘国远

热播的纪录片《美国工厂》令全球目光聚焦美国俄亥俄州代
顿市。记者近日在那个“锈带”城市采访时，看到美国通用汽车公
司废弃厂址上建起中国汽车玻璃制造工厂的生动案例，为人们
探索全球化下中美经贸合作的积极意义提供了绝佳范本。

回望 2008 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时，“锈带”工业城市代顿
未能幸免，昔日这里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个装配厂宣布倒闭，上万
员工下岗。经济寒冬来得猝不及防，而后数年民生凋敝，城市毫
无生机。

“那个场景让人心碎。我的许多同事失去了一切，没了房子
和汽车，甚至家人也各奔东西。”曾在装配厂工作长达 7 年的香
农·达夫叹息道。失业后，达夫成了家庭主妇，那时她觉得这辈子
再也没有可能在当地找到车企工人这样的好工作了。

通用汽车的废弃厂房一搁置就是 6 年。“我和家人无数次开
车经过那片荒凉的土地。我总是想，究竟什么时候能有人来把它
改造振兴。”当地人杰斯·贝利说。

代顿的居民们终于等到了那一天。2014 年，中国福耀集团买
下代顿市郊莫瑞恩的原通用汽车厂房，将之改造成玻璃设计和制
造工厂。当地社区欢欣鼓舞，人们看到了老工业区复兴的曙光。

俄亥俄州众议员尼拉杰·安塔尼说，能引进一个同样隶属于
汽车行业的大型公司在通用原址上落户，对地方政府和民众来
说意义重大。

对当地居民来说，最大的收获是有两千多人找到了一份工
资待遇不错、能学到技术又有晋升空间的工作。

24 岁的克里斯托弗·科马克 4 年间在福耀从小时工做到了
夹层包装车间主任。他说多亏了福耀，他能像父亲和祖父一样从
事汽车制造业的工作。

“这是我能找到最好的工作了。我会继续努力，争取继续晋
升。”科马克说。

达夫是在福耀美国有限公司工作了 4 年半的元老级员工。
与此前在通用永远重复为汽车安装顶棚的简单劳动不同，在福
耀，达夫可以胜任夹层玻璃装配线上的任何工作。

她说：“知识就是力量，我在福耀学到更多技能。我喜欢被委
派不同任务，这让每天的工作都很有趣。”

除了直接招聘，福耀在代顿的这个全球最大汽车玻璃单体
工厂每多创造 1 个直接就业岗位，就能在供应链上间接为当地
创造 2 到 3 个工作机会，因为物流公司、建筑商、垃圾处理厂等
需要更多人力。

但是，福耀在代顿落地生根并非一帆风顺。如何处理文化隔
阂带来的沟通不畅，如何让公司文化深入人心，如何融入当地社
区，都是摆在福耀面前的难题。

消除语言障碍是第一步。就如纪录片里展示的一样，美国员
工和中国“技术师傅”之间在沟通不顺时需要借助手机上的语言
翻译软件，遇上紧急问题时双方也会因为互相听不懂而抓狂。但
随着时间推移，中方员工英语取得进步，美方员工也记住了工作
中会使用到的高频词汇。科马克说，经过几年磨合，现在中美员
工在工作期间沟通已经没有障碍。

福耀北美集团总裁刘道川说，公司下大力气给员工营造家
的氛围并让美国员工感受到自己被足够尊重。员工食堂提供 2
美元一餐的热食，逢年过节公司会组织庆祝活动。此外，公司推
出“一对一”培训项目，“中国师傅”倾囊相授，手把手地把美国员
工教成熟练技工。

为了让员工对中国文化和福耀的企业文化有更直观的认
识，福耀在春节期间组织优秀员工到中国旅游并参观福耀在中
国的工厂。

科马克参加了其中一次中国之行，去了北京、天津和青岛等多
个城市。他告诉记者，中国工厂里的生产设施和技术让他大开眼
界。他同时了解到，中国工厂包吃包住，工人们过着集体生活，这和
美国的情况非常不一样，也让他对中美文化差异有了更深体会。

公司还设有员工困难帮扶基金，帮助生活上有困难的工人，
向符合申请条件的工人提供 500-3000 美元补贴。

除了带来就业机会，福耀还积极为当地社区服务，定期向当
地医院、公立学校和救灾组织捐款。

今年 5 月，龙卷风席卷代顿后，福耀第一时间向受灾地区捐
赠瓶装水，并组织员工志愿者为当地约 750 名受灾居民和救援
人员提供了热腾腾的饭菜，以便帮助受灾居民重建龙卷风中遭
损毁的房屋。

贝利说：“我一直很感激福耀为我们社区所做的贡献。他们
确实在好好照看我的家乡。”

贝利是汽车玻璃维修公司赛夫莱特的采购经理，而赛夫莱
特是福耀的主要客户之一。如今，她几乎每周都要前往福耀洽谈
采购事宜。两家公司一年有数百万件产品的生意往来，大多数玻
璃都产自代顿。贝利说，由于福耀在这里落脚，其他制造业企业
也随之回到代顿，社区正逐渐恢复原貌。

福耀的成功让当地对中国企业充满信心。代顿地区商会会
长菲利普·帕克表示，代顿希望看到更多中国企业来此投资形成
协同效应。

蒙哥马利县社区和经济发展部主任埃里克·柯林斯说，当地
正在努力降低跨国公司在该地区开展业务的风险，希望更多中国
公司了解到这一信息，放心前来投资。新华社纽约 8 月 28 日电

新华社记者徐静、杨士龙

股东、客户、雇员、社区，在万向
集团北美公司负责人倪频看来，这
是公司的四大利益攸关者。他对新
华社记者说：“我们必须在这四个方
面取得平衡，才能使公司取得成功。”

自 1994 年以来，这家中国汽车
零部件厂商在美国累计投资总额超
过 100 亿美元，拥有二十余家制造
工厂，年销售额近 40 亿美元。

雷切尔·麦高于 2010 年 4 月加
盟万向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现在
已成为办公室经理。在中国公司工
作让他觉得很暖心，他对新华社记
者说：“公司会考虑你的感受，把你
的家人也挂在心上。”

“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这就是中
国文化。我们处境相同，所以我们必须
齐心协力，”倪频说，“激励员工的唯一
方法就是尊重他们，给他们成长空间，
并在他们取得成就时给予奖励。”

今年 48 岁的达伦·诺贝尔 2016
年 1 月成为福耀玻璃位于俄亥俄州
代顿市工厂的卸货工。两年后，他晋
升为工厂售后汽车玻璃装配部经理。

诺贝尔告诉新华社记者：“公司
支持工人不断学习和成长，对表现
优秀的工人进行奖励。这是一种非
常有利于成长和学习的文化。”

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制造
商，福耀不断加大在美投资力度。福
耀玻璃美国公司总经理刘道川介绍
说，福耀玻璃美国公司在美业务发
展稳定，拥有巨大市场空间。

42岁的芝加哥人罗曼·德利翁今年 3月在中国青岛
接受了一个月的培训，和他一起的还有中车青岛四方机车
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中车四方)美国公司的其他 24名新入
职员工。在一个月时间里，德利翁和中国员工一起吃饭、一
起逛街，“我同我的中国搭档成了朋友，成为一家人”。

通过培训，德利翁对工作有了更多了解，他的优秀
表现也让中国教员频频夸赞。他说，中国教员的夸奖让
他很高兴，“他们是专家，听他们这样说真的很好”。

2016年 3月，中车四方中标芝加哥 846辆、金额总计
13亿美元的地铁车辆项目。2017年，中车四方芝加哥工厂
在芝加哥南郊开始修建。新工厂正式投产后，每年的产能
将不低于 168辆地铁，至少为当地创造了 169个就业机会。

玛丽娜·波波维奇是中车四方美国公司人力资源
总监和首席法律顾问，她告诉新华社记者，中方的投资
将已经离开几十年的制造业重新带回了芝加哥。

芝加哥东南部老工业区曾经见证了芝加哥制造业
的辉煌时刻，生产的钢铁一度占到全美产量的四分之
一以上。二十世纪 80 年代随着当地钢厂或倒闭或关
闭，这里也成了“铁锈带”。

负责招聘的波波维奇非常了解中车如何迅速赢得
当地人心。她说，中车四方美国公司推行“美国人为美
国在美国建工厂”的做法，这不仅仅是口号，更是行动。

新华社芝加哥 8 月 2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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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郑汉根

美国纪录片《美国工厂》近来在网上热播。撇开影片中有关
劳资关系、企业工作环境、人物形象塑造等剧情的是非曲直不
谈，这部纪录片至少在发挥一种积极作用：有助于中美民众相互
了解，有助于沟通中美社会人心。

通过这部影片，中国观众可以了解美国的相关法律、民众
的生活状态和思维方式，相信美国观众也一样会感受到中国

人的情感世界和中国式企业文化。相比当前美国一些人鼓噪
中美“脱钩”、中美“文明冲突”，这样着眼于反映中美合作交流
的影片，应景，写实，且有意义。

不可否认，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如今仍然缺乏相互了解，尤其
是美国社会对于中国的认知依然存在扭曲。要避免和消除误解，

迫切需要更多地拉近彼此距离，不带成见地去理解对方的文化传
统、对方的现实国情、对方人民的感情世界。求同存异，才是相处
之道。

影片中有个情节，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即将替代这家美
国工厂的部分人力，技术升级带来失业等挑战。这一摆在世界面
前的问题，难道不是两国应当携手应对的挑战吗！

影片中还有个情节，中美员工在中国企业总部一起欢度新
年。一位美国员工动情地说，这是个有些分裂的世界，但“我们是
一体的”。难道这不是许许多多与中国合作的美国企业的心声吗！

彼此尊重、努力沟通、寻求理解，总能找到共同前行的路。

新华社北京 8 月 29 日电

《美国工厂》：一扇中美沟通之窗

一家中资企业助美“锈带”社区重获生机

▲美国俄亥俄州代顿的一家车行，一名工作人员
将福耀玻璃装上一辆汽车。 新华社记者张凤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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