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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锦江 秦昕

“我想建一个中国的班加罗尔”

印度人巴苏的寿光“硅谷”梦

11D

打造潍坊版“硅谷”

在潍坊科技学院，一
位优雅的男士迎面走来。
这位男士皮肤黝黑，身穿
黑色笔直大衣，内穿白色
粗布褂子，下着黑色西
裤，脚蹬一双锃亮黑色皮
鞋。走近之后，用蹩脚的
中文说了句“你好”。他
就是潍坊科技学院的印度
外教——— 巴苏先生。

2003年4月，巴苏与潍
坊科技学院结缘，创办了
全部由印度教师执教的中
印计算机软件学院，并与
学校合作建立软件园，负
责培养中国软件人才。他
心里有个目标，在寿光复
制印度班加罗尔成功模
式，在寿光打造一个“硅
谷”。

每天上午 1 0点半左
右，当印度开始上班时，
巴苏便开始通过网络运作
他在印度的公司。巴苏的
业务遍布欧洲、美洲、亚
洲等多个国家，有1300多
名员工。

到目前，巴苏来寿光
已经9年了，对寿光、对
潍坊、对山东有深厚的感
情。说起来潍坊，巴苏
说，“我想建立一个中国
的班加罗尔。”巴苏颇有
兴致的谈起自己国家的小

城班加罗尔，巴苏说，班
加罗尔15年前是个名不见
经传的小城，现在却成为
全世界瞩目的一个成功范
例，巴苏有一个想法，就
是将班加罗尔“搬”到寿
光来。

对于此，巴苏并不是
感情用事，而是进行了仔
细的调查研究。寿光与其
他城市相比，优势非常明
显，各方面成本都低，特
别是居住消费方面，这是
在中国的一线城市和欧美
等国家所不能比拟的。

印度的海德拉巴也是
一个新兴的城市，与潍坊
寿光极相似。因为软件产
业的带动，在印度发生着
一个个城市奇迹，他希望
寿光也能成为印度的海德
拉巴。

有人疑问，大量的优
秀人才都去北上广这样的
大城市，寿光会不会在人
才吸引力上不够。“主要
吸引的是一些向往安逸生
活的人才，”巴苏说。

吃遍寿光炒鸡店

巴 苏 在 中 国 待 了 9

年，对中国已经非常适
应，但仍旧保留着在印度
时的习惯，例如，早上6

点他会准时起床，按照印

度的习惯进行沐浴。之
后，和学校里其他印度老
师一起，吃手抓早餐。

因为长时间在中国生
活，他对中国菜也非常的
喜欢。在印度，因为宗教
的原因，他吃的一般都是
素食，但是来到中国之
后，巴苏喜欢上了吃鸡、
羊、鱼、鸡蛋。尤其是炒
鸡，引起了他浓厚的兴
趣，巴苏几乎吃遍了寿光
的所有炒鸡店。

巴苏说，对于肉类他
本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是
潍坊的炒鸡真是太好吃
了。吃了一次之后就一发
不可收拾。巴苏有点不好
意思地说，有段时间对炒
鸡甚至到了迷恋的程度，
一两天不吃就馋，这时就
拉着学校的好友带自己找
炒鸡吃。“我们每次吃炒鸡
都选不同的店”，巴苏说，
一是老去吃不好意思，二
是试试到底谁家的好吃。

“不怪我馋，只怪炒
鸡太诱人”，巴苏孩子般
地说。

巴苏的家庭有四口
人，妻子在美国，一儿一
女都在印度。儿子24岁，
已经取得建筑工程学士学
位，目前正在读研；女儿
21岁，读机械工程专业。
全家四口三地而居，每年
能有一次团聚的机会就不
错了，机会一般都会安排
在七八月份。

只身在中国9年，当
问起在中国会不会寂寞
时，巴苏眉角下垂，两眼
望向远方，“刚来的时候
会寂寞，但是时间久了就
好多了。中国朋友都非常
好客，没事儿的时候就打
电话、网聊”。给家人打
电话、网聊，成为巴苏最
主要的寂寞排遣方式。

巴苏在中国有一个特
别好的朋友，姓朱，是一
位医生。巴苏刚来潍坊寿
光时，朱医生来找他帮孩
子练英语，这样一来二去
就熟络了起来，朱医生女
儿年龄与巴苏女儿年龄相
当，巴苏在教小孩学英语
时就特别思念自己的女
儿。前两年两个家庭还在
寿光正式会面，成为朋友。

愿为两国交流
起更大作用

巴苏说，在中国最难

忘的事就是获得国家友谊
奖和齐鲁友谊奖，自己只
是在干自己的事，却可以
肩负着两个民族之间的交
流信使，责任更重了。

中印都是文明古国，
在文化上有很多相似之
处，比较尊老爱幼、都比
较内涵腼腆。但是说起在
中国出现母语运用能力减
弱的问题，巴苏说这一点
在印度更为严重。

在印度，孩子们学英
语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从
一年级开始，一种是从五
年级开始。但是与中国不
同的是，在专本科之后，
印度就实行全英文教学。

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文
化侵略，但巴苏觉得这是
为了更好的与国际接轨。
在印度很多孩子的英语比
印度语要好。这在一些条
件好的家庭更为突出，因
为孩子在未来的就业生活
会更国际化一些。不过孩
子们对于母语的疏远，巴

苏还是觉得有些遗憾。
巴苏有很多得意门

生，最令他骄傲的是马新
宇，目前在杭州一家印度
软件公司就职，在与众多
名校生的竞争中脱颖而
出。目前，随着中印商务
交流越来越多，印度政府
也准备建一条唐人街，巴
苏准备开办一个汉语学
校，帮助中印两国商人互
通，并开通相关咨询服
务。巴苏在印度与古吉拉
特邦和西孟加拉邦都比较
熟悉，将推荐一些优秀的
印度软件公司来山东发
展。

有人说，中国的人才
和商人缺乏创造性，因此
在国际性的分工中占据较
为低端的生产加工环节，
在赢利分成中仅占很小一
部分，几乎没有话语权。

巴苏对于现状表示默
认，但是对于中国人才缺
乏创造力的说法并不认
同，在欧美等国家有四五

十万中国优秀人才，如果
他们都回来将是一个庞大
的优势资源。

有人可能会说，他们
不会回来，其实完全不用
担心，因为以前印度也有
过这样的情况，但是当印
度的软件行业发展起来之
后，这些忧虑全都被打消
了。

“印度和中国一样，
都有落叶归根的想法，等
他们到了一定的年龄，都
会回到自己的家乡。印度
的事实已经证明的这一
点。”巴苏说。

中国的成本优势不再
了，巴苏还会留在中国吗？
巴苏说，“会的”，在很长一
段时间内，中国的低成本
优势还不会改变，而且他
还没有停下的计划。那时
寿光也会有自己的核心竞
争力和吸引力。

希望自己在中国的生
活期间为两国交流发展起
到更大的作用。

2011年9月30日，全国有50名外国专家

荣获国家“友谊奖”，巴苏作为潍坊一名优

秀的外国专家，参加了“国家友谊奖”授奖

仪式。在潍坊的九年时间也让他对这块充

满科技潜力的土地，产生了深深的感情。

他梦想着把寿光这个蔬菜之乡打造成为

潍坊的科技之都。15日，“国家友谊奖”获

得者巴苏先生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巴苏

巴苏手捧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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