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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与农业发展始终是非洲各

国关乎民生与经济的核心命题。近年

来，中国农业技术跨越山海，以创新与务

实为笔，在非洲大地书写从“靠天吃饭”

到“技术赋能”的变革篇章。从杂交水稻

掀起的“绿色革命”，到菌草技术激活荒

漠生机，再到合作机制下的双向奔赴，中

非农业合作正以务实举措解锁非洲大陆

的“丰收密码”。

“绿色革命”破解“靠天吃饭”

在马达加斯加面值 2 万阿里亚里的

纸币上，一株金黄稻穗展现了中非农业

合作成果。2007 年至今，中国专家团队

扎根这片土地，将杂交水稻试验田产量

提升至非洲传统品种的 2 至 3 倍。截至

2022 年底，杂交水稻累计推广 7.5 万公

顷，数万农户收入倍增，马达加斯加迈向

粮食自给的步伐越来越坚实。

这样的“绿色革命”正覆盖非洲多国：

在尼日利亚，通过中国水稻技术选育的常

规 水 稻 品 种 ，比 当 地 主 推 品 种 增 产 约

25%，已广泛上市并供不应求；乌干达引

入的狐尾小米亩产量超本地品种 3 倍。

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指出，中国通过分享

在水稻生产、农业统计以及气候适应型农

业等领域的知识与专长，积极助力发展中

国家解决农业和粮食安全挑战。

技 术 落 地 的 核 心 在 于“ 因 地 制

宜”——中国专家根据非洲土壤特性与

气候规律定制方案。在几内亚比绍，中

国农技组采取“技术+物资”方式，精心

编制教材，培训本地农技骨干；面对马达

加斯加稻田虫害，抗虫稻种成为破局关

键。“过去我们靠天吃饭，现在靠中国技

术。”当地农民道出变革本质。

截至 2023 年底的 10 年间，中国在非

洲 建 成 24 个 农 业 技 术 示 范 中 心 ，推 广

300 多项先进农业技术，带动当地农作

物平均增产 30%至 60%，惠及 100 多万非

洲小农户。马达加斯加农业部前秘书长

拉库托松·菲利贝尔说：“这不仅是产量

的增加，更是摆脱贫困的希望。”

技术赋能激活荒漠生机

从毛里塔尼亚首都努瓦克肖特向东约

60公里，撒哈拉沙漠边缘的伊迪尼村曾饱

受黄沙侵袭。如今，被称为“幸福草”的中

国菌草在此扎根，不仅锁住流沙，更成为牧

民生计的“绿色银行”。牧民阿米尔·阿卜

杜的羊群从瘦骨嶙峋变得膘肥体壮。“多亏

了中国专家，我们终于能喂养好牲畜。现

在，我养了十只健康的羊，日子有了盼头！”

生态修复的奇迹在非洲旱区不断延

展。在乍得旱季的烈日下，中国援乍得农

业技术项目组组长何桥生带着团队扎根

梅得肯村，通过筛选适应当地气候的高产

水稻品种，结合节水栽培技术，使 38公顷

试验田年产出 228吨水稻，远超传统种植

收成水平。“中国农业专家帮助我们提高

了产量，增加了收入，我们终于能吃上自

己种的大米了！”农民乌玛的喜悦背后，是

乍得大米进口依赖度下降的切实改变。

技术创新正以“双轨并行”破解非洲

农业难题。中国推广的太阳能杀虫灯减

少 20%至 30%农药使用；在埃塞俄比亚，

小型农机具通过精准耕作减少土地退

化，间接增强农田气候韧性；卢旺达的咖

啡种植户通过中国电商培训直连全球市

场……技术创新正从田间到产业链全面

赋能非洲农业。

从黄沙漫天到菌草成茵，从靠天吃

饭到科技稳产，中国技术以“生态友好型

创新”重塑非洲农业图景。非盟委员会

前副主席莫妮克·恩桑扎巴甘瓦说，非中

合作将荒漠变为沃土，让非洲自然资源

真正转化为发展优势。

双向奔赴打造共赢未来

2022 年 8 月，非洲鲜食牛油果首次

出口中国，成为中非农业“双向奔赴”的

缩影。2024 年发布的《中国-非洲国家

共建“一带一路”发展报告》显示，中国已

与 23 个非洲国家及地区组织建立了农

业合作机制，签署 72 项合作文件，在非

农业投资存量突破 10 亿美元，200 余家

中资企业扎根非洲，从粮食种植到加工

贸易，搭建起全产业链协作网络。

在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曾在当地

经济与生产部门担任负责人的欧内斯

特·姆孔戈亲历了这场变革。2011 年至

今，从玉米到大豆项目，他见证了中国农

业大学专家与当地农民并肩耕作的经

历。“他们带着测土仪走进田间，手把手

教我们优化种植间距，连施肥时间都精

确到小时，”姆孔戈感慨，“从没有外国专

家像中国专家这样勤奋，这些细节让产

量翻倍，真正改变了村庄命运。”

数据显示，2012 年以来，中方累计

向非洲派出 45 组、432 人次农业专家。

与此同时，非洲学员赴华学习农业技术，

借力数字化营销课程实现当地农产品品

牌溢价。从实验室到餐桌，从技术员到

农户，中非以“知识共享”筑牢互信基石。

当马达加斯加农民捧着金黄的稻穗，

当毛里塔尼亚牧民在菌草田中展露笑容，

当肯尼亚牛油果成为中国家庭餐桌上的

选择，中非农业合作的“丰收密码”已然清

晰——以平等创新浇灌希望、用共同发展

耕耘未来。正如尼日利亚农民的朴素总

结：“中国技术让我们的土地变成了金矿，

点亮了我们自力更生的未来。”

（新华社内罗毕/北京 3 月 31 日电

记者许嘉桐、刘阳）

中国农业技术解锁非洲“丰收密码”

新华社仰光 3月 31 日电 （记者

黎广滔）当 地 时 间 3 月 31 日 12 时 15

分，中国政府向缅甸提供的首批紧急

人 道 主 义 救 灾 物 资 运 抵 仰 光 国 际 机

场。中国驻缅甸大使马珈、缅甸仰光

省首席部长梭登等赴机场迎接。

马珈表示，本次运抵的首批物资

主要包括 1200 顶帐篷、8000 条毛毯和

4 万余个急救包。后续物资也在紧锣

密鼓筹备中，将很快运抵缅甸。

马珈说，中方愿视缅方需要，为缅

甸 后 续 抗 震 救 灾 和 灾 后 重 建 提 供 帮

助。地震撕裂了大地，但不能切断中

缅胞波情谊，更无法动摇命运与共、守

望相助的理念与信心。祝愿缅甸人民

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梭登表示，本次运抵的救援物资承

载着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缅甸人民

的深情厚谊。地震发生后，中方救援队

是国际社会中第一支抵缅的救援队，此

后中方又陆续派出了多支救援队。

梭登说，缅方对中方的真诚帮助

表示衷心感谢并将铭记在心。缅方将

尽快把援助物资转运至灾区。

上图：在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货站，工作人员在搬运向缅

甸提供的救援物资。 新华社发

中国政府援助缅甸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运抵交付

“看到来自中国的救援队，我相信

可以依靠的人来了。”50 岁的缅甸曼德

勒市灾民伊伊 30 日对新华社记者说。

28 日，缅甸中部发生 7.9 级地震。

截至当地时间 30日下午 2时许，缅甸强

震已造成约 1700 人死亡、3400 人受伤、

约 300人失踪，死伤人数还在不断上升。

曼德勒市是此次缅甸地震重灾区，

当地连接首都内比都的路面开裂，城中

老旧建筑倒塌，旧皇宫围墙裂成碎片，

佛塔顶部脱落损毁，拥有百年历史的阿

瓦大桥断裂坠入伊洛瓦底江……

伊伊告诉记者，自家房屋在地震

中倒塌，她和丈夫及一位邻居躲进了

附近的寺庙。但寺庙随后在余震中坍

塌，丈夫的 3 根脚趾被砸断，这位邻居

则在送医途中去世。

夫妇俩蜷缩在临时帐篷的角落，双

手合十，用指尖抵着眉心。这是地震发

生后，他们重复最多的动作。“当时所能

做的只有祈祷，直到看到来自中国的救

援队抵达缅甸的新闻。”伊伊说。

地震发生后，缅甸政府向国际社

会发出求援信号。中方作为首批响应

者和快速行动者，星夜驰援缅甸灾区。

从 昆 明 出 发 的 中 国 云 南 救 援 医

疗队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卫星

设备抵达仰光；从北京出发的中国救

援队抵达仰光机场后直奔曼德勒；曾

参 加 土 耳 其 地 震 救 援 的 香 港 特 区 救

援队抵达缅甸；中国蓝天救援队等来

自 中 国 各 地 的 民 间 救 援 力 量 也 接 续

加入救援队伍。

在内比都救出一名幸存者、在曼

德勒救出首位女性幸存者……中方救

援队队员们以“联合国认证”的专业能

力，争分夺秒地与 72 小时黄金救援期

抢跑。

楠 顶 挞 是 内 比 都 一 家 医 院 的 护

士。地震发生当天，她正在值班。房

屋坍塌使这家医院的很多医护人员和

患者被埋。她站在医院废墟旁一边祈

祷一边对记者说，“相信中方救援队一

定能找到并救出幸存者”。

楠顶挞不久后获知，中国云南救

援医疗队从这家医院救出了 1 名被困

40 小时的长者，也是中方医疗队抵达

该救援点后救出的第一名幸存者。

“地震是人类共同面对的自然灾

害。”在缅甸仰光，33 岁的灾民毕漂伦

向记者历数近年来发生在印度洋、日

本以及中国的多起高强度地震。

尽管依靠科技进步，地震预报更

准、预警更早、建筑物抗震性能更好，

但在类似此次高强度地震面前，人类

依旧显得很脆弱。

中方救援队的驰援如雪中送炭，

彰显了中缅胞波之谊。

（据新华社仰光 3月 31 日电 记

者张崇防）

星夜驰援，彰显胞波情谊

新华社塔吉克斯坦苦盏 3月 31 日

电 （记者李奥）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

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总统 3 月 31 日

在塔吉克斯坦第二大城市苦盏签署关于

三国国界交界点的条约。

塔吉克斯坦总统网站发表声明说，塔

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吉尔吉斯斯坦总统

扎帕罗夫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

耶夫当天举行三边会晤。声明表示，三国

及其人民之间由长久友谊、睦邻友好和共

同发展的坚固纽带紧密相连。塔吉克斯

坦高度重视与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

斯坦的关系，其关系建立在睦邻友好、平

等互利、相互尊重和关切彼此利益的原则

基础之上。三国关系的全面发展是塔吉

克斯坦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

拉赫蒙说，三方签署关于三国国界交

界点的条约是“极具标志性的事件”。他

表示，相信本次三国领导人会晤的成果将

有助于进一步加强睦邻关系，促进相互理

解、尊重与信任，推动三国合作不断加强。

扎帕罗夫表示，地区一体化正在持续

积极推进，在各领域加强合作将成为中亚

实现可持续发展与繁荣的关键保障。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网站发表声明

说，三国国界交界点条约的签署，将有助

于实现地区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塔吉乌总统签署三国国界交界点条约

新华社北京 3月 31日电 （记者刘

杨、董雪）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 31 日表

示，中国是国际企业投资兴业的沃土，欢

迎更多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发

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我们

注意到，习近平主席上周会见了国际工

商界代表，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和热议。

外资企业负责人接连参加中国发展高层

论坛、博鳌亚洲论坛等活动，同中方各界

人士进行深度对话。有观点认为中方正

在对外资展开魅力攻势，将为世界经济

带来更多“暖意”。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外资企业与中国发展相互成就，更

将共赢未来。”郭嘉昆说，中国坚持深化

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市场空间广阔，

政策预期稳定，发展环境完善，是国际企

业投资兴业的沃土。

郭嘉昆介绍，今年前两个月，中国经

济回升向好态势明显，全球第二大消费市

场潜力持续释放，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

从稳外资 20条落地到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加大政策力度，中国一直在降低“进”的门

槛、对接“高”的标准、提升“促”的水平、营

造“优”的环境上持续发力，与世界分享超

大规模市场增长机遇。目前外商在华投资

覆盖20个行业门类、115个行业大类，累计

设立企业124万家，投资额近3万亿美元。

“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与中国同行

就是与机遇同行，相信中国就是相信明

天，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郭嘉昆说，

“我们欢迎更多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

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外资企业与中国发展相互成就，更将共赢未来

据新华社加德满都 3月 31 日电

（记者易爱军）喜马拉雅航空公司（喜

航）3 月 31 日完成中国拉萨至尼泊尔

博克拉定期直飞航线首航飞行。

搭载中尼 107 名乘客的首航航班

当天降落在博克拉国际机场，这是该

机场 2023 年 1 月投入运营以来迎来的

首个国际定期直航航班。返程航班定

于 4 月 1 日上午起飞。

今 年 是 中 尼 建 交 70 周 年 ，也 是

“尼泊尔旅游年”。

右图：执飞拉萨至博克拉国际航

线首飞任务的喜马拉雅航空 H9731
次航班。 新华社发

拉萨至尼泊尔博克拉
直飞航线完成首航

在一颗米粒上用针可以穿多少个

孔？3 个、5 个？抑或是 10 个？中国海

军陆战队员的答案是 15 个。

3 月 31 日，中泰“蓝色突击-2025”

海军联合训练展开狙击战术、野战生

存和潜水等科目训练。

射击训练场上，狙击战术科目教

练员武汉卿告诉记者，作为海军陆战

队的狙击手，必须克服舰船摇晃等多

种不利条件，保持稳定击发。只有经

受更严苛的训练，“方可为常人所不能

为”。在米粒上穿孔，就是为了训练狙

击手强大的心理素质和稳定的指尖力

量。入伍 13 年，武汉卿曾赴军队院校

学习，多次在全军狙击手比武中取得

优异成绩。

“这是中国生产的 7.62 毫米高精

度狙击步枪，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武汉卿手里握着狙击枪，如数家珍地

向泰方参训队员讲解它的参数、性能

和操作方法，言语间满是自信。

如果说，过硬的专业能力和先进

的武器装备给了中方参训队员自信的

底气，那么与外军同台的联训场则给

了他们展现自信的平台。在“蓝色突

击-2025”各个科目训练场采访，这种

自信随处可见。

“ 大 家 注 意 ，当 前 队 形 可 以 确 保

分 工 明 确 ，及 时 形 成 对‘ 敌 ’火 力 压

制 ……”城 市 反 恐 科 目 教 练 员 姜 臣

伟 自 信 满 满 ，以 清 亮 的 嗓 音 、专 业 的

讲解清晰阐释训练要点。

姜臣伟身后的大屏幕上，航拍画

面实时呈现。参训队员所处建筑物的

空间结构、队员们做出的战术动作均

能一览无遗。这种训练辅助手段的创

新，既突破了静态图片难以展现动态

细节的短板，又解决了室内空间狭小

难以现场示范的难题。一堂训练课下

来，中泰参训队员收获满满。

陆战班综合训练场上，演示车组密

切配合，一场干脆利落的模拟进攻战斗

展现在两国参训队员面前。此时，队列

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记

者前几天刚刚采访过的中方参训队员

冯梓帅。当时，他在军体演示环节向泰

方队员展示中国功夫，一套动作行云流

水，场边响起热烈掌声。

看到他参加多个科目训练，记者便

问他压力大不大，是否紧张。

“ 很 期 待 ，不 紧 张 。”没 有 丝 毫 犹

豫，冯梓帅脱口而出，“我和战友都很

期待这次中泰联训，希望能够展示出

中国军人的良好形象……”

一长溜装甲车的后面，是陆战班

综合训练的休息帐篷。

训练间隙，中方参训队员詹依林

毛遂自荐，为大家表演节目。只见他

点燃准备好的道具火柴，在双方参训

队员面前展示了一圈。手打开瞬间，

一朵鲜花出现在众人眼前。

掌 声 中 ，詹 依 林 落 落 大 方 地 说 ：

“一个小魔术送给大家，后面战友们还

有更精彩的表演，敬请期待！”

一个个精彩的表演，拉近了中泰

官兵的距离，加深了双方的友谊。

（本报湛江3月 31日电）

上图：中泰双方参训队员进行直

升机滑降科目训练。 贾成露摄

联训场上，展现中国军人自信底色
—中泰“蓝色突击-2025”海军联合训练见闻

■蒋展鹏 本报记者 徐 琳 郭澍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