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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杨凌焦

2022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
特别报道

铿锵的上川口锣鼓、喜庆鲜

艳的凤翔泥塑、花样繁多的陕西

民间剪纸……7月19日，上海合

作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

基地举办发展中国家剪纸及民

间手工艺品制作培训班，一个个

带着农耕时代印记的民间手工

艺品通过网络展示给海外朋友。

培训班上，陕西师范大学、

延安市安塞区妇女手工艺品协

会的专家及非遗传承人参与授

课。来自尼泊尔、柬埔寨、尼日

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30多名学

员在线上“拜师学艺”，学习剪

纸、雕刻、泥塑等民间艺术，跟随

非遗大师体验中国民间文化。

2019年 6月 14日，国家主

席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上

发表重要讲话，倡议在陕西省设

立上海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交流

培训示范基地，加强同地区国家

现代农业领域合作。

3年后，“上合”图徐徐展开，

一帧帧农业国际合作的画面惊

艳世界。

交流共享助力发展

6月1日，2022年上合组织

青年科技创新论坛减贫合作与乡

村发展平行论坛在杨凌举办，中

国减贫经验在上合组织国家代表

中引起强烈反响。“针对哈萨克斯

坦国情，借鉴中国减贫经验，我们

应该将农业提升至重要地位，引

进并推广先进农业技术。”论坛

上，哈萨克斯坦赛富林农业技术

大学青年科学家穆拉特汗·马拉

特说，“用中国话讲，饭碗任何时

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上海

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

基地（以下简称“上合组织农业基

地”）分享经验、交换想法，收获友

谊、共同成长。来自巴基斯坦的孔

昊作为上合组织国家留学生代表

在论坛上发言，讲述自己和同伴在

合阳县乡村小学支教的故事。

“中国乡村的变化令人震

撼。作为上合组织国家留学生，

在中国推进全面乡村振兴的时候

来求学，我和同伴觉得非常幸

运。我经常将中国乡村产业提

升、基础设施建设等发展状况讲

给巴基斯坦的朋友。中国政府为

群众谋幸福的理念值得上合组织

国家借鉴，中国的减贫经验完全

可以被巴基斯坦‘复制’。”孔昊说。

7月初，农业农村部、外交

部、科技部、陕西省人民政府印

发《上海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交流

培训示范基地建设方案》，旨在

推进上合组织农业基地有效发

挥“科技合作、人才培育、技术推

广、经贸促进”功能，精准服务上

合组织国家农业现代化、产业化

和可持续发展。《方案》要求上合

组织农业基地推动创建现代农

业国际联合实验室、现代农业发

展研究院等交流合作载体。

近年来，上合组织农业基地

以构建“一基地多平台、一中心多

园区、一院多所”平台体系为目标，

组建成立现代农业发展研究院等

多个农业科研交流合作平台；开

展中外联合研究项目10个，发布

《上合组织国家农业发展报告》等

智库报告7篇；与上合组织秘书

处、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粮食

计划署等国际组织建立合作关

系，举办上合组织现代农业发展

圆桌会议、粮食安全研讨会、合作

创建农业产业化集群研讨会、特

色产品展等30多项交流活动。

培训合作实现共赢

“毕加索在很短时间画出一

幅作品，售价非常高。有人问毕

加索，你用很短的时间完成作

品，为什么价格却如此之高？毕

加索称自己花了几十年的时间

才能在很短时间内画出来。”7月

29日，在发展中国家剪纸及民间

手工艺品制作培训班结业仪式

上，来自尼日利亚的学员代表

说，“就像中国的老话，‘冰冻三

尺非一日之寒’，学习继承民间

艺术需要持之以恒的定力和热

爱传统的信念，我从中国非遗传

承人身上看到了坚守和初心。”

“剪纸及民间手工艺品是农

耕时代民间文化的结晶，从农业

中产生并且不断发展。上合组织

农业基地举办发展中国家剪纸及

民间手工艺品制作培训班，旨在

展示我们深厚的农业积淀与历史

底蕴。目前，上合组织农业基地

培训课程种类越来越丰富，供给

越来越充足，形式越来越多样。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完善培训体

系，拓展培训领域，加强品牌建

设，持续为上合组织国家培养农

业技术人才。”上合组织农业基地

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陈龙说。

历史悠久的中国孕育了深厚

的农耕文化，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也

在创造具有革新意义的农业技术。

今年5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园艺学院教授程智慧来到上合组

织农业基地，通过网络为上合组织

国家的朋友培训农业设施结构和

环境调控技术。学员观看了提前

录制的教学片后，纷纷向程智慧

“抛出”问题——温室、大棚等农业

设施的建造成本大概有多少？不

同材料的农业设施使用年限有什

么区别？怎样把握建造关键才能

使农业设施适应当地气候条件？

“农业设施建设取决于所在

地区的气候条件。比如在斯里兰

卡，面临的问题并不是抗寒增温，

而是要抵抗暑热、暴雨、台风等恶

劣天气。因此，斯里兰卡的农业

设施应注重遮阳、抗风、避雨等功

能。”程智慧回答，“我国的农业设

施技术实用、有效，上合组织国家

的朋友能学会、用得到。我们希

望通过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将农业

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带到世界，

促进上合组织国家农业现代化。”

近年来，上合组织农业基地

深度契合上合组织国家需求，线

上线下融合开展各类农业技术国

际培训，打造涉农培训国际品牌；

组织开展面向上合组织国家农业

技术培训28期，涉及节水灌溉、农

业经济管理、农业生产环境调控

等主题，2.3万人次在线学习；依托

中国旱作农业技术援外培训基

地，全方位开展农业技术教育培

训，在农技推广方面发挥积极作

用。目前，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已

形成以上合组织国家为主体，以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为主，广泛辐

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培训局面。

示范引领带动一方

8月初，在乌兹别克斯坦锡尔

河州的上合组织农业基地中乌现

代农业科技示范园，一株株向日葵

在阳光下挺立着，枝叶茂盛，籽粒

饱满。今年4月下旬，中乌现代农

业科技示范园引进优良油葵和食

葵新品种，在当地示范种植约800

亩。经过对比发现，中乌现代农业

科技示范园种植的向日葵秆粗叶

大，抗倒性及抗旱性好，产量高。

在乌兹别克斯坦，油葵、食

葵等油料作物均有种植，但产量

较低，品质一般。中乌现代农业

科技示范园种植的油葵和食葵

品质优、产量高，引起乌兹别克

斯坦当地农业专家和油料种植

大户的兴趣。“我们特聘农业专

家在园区进行实地指导并定期

采样分析，同时合理控制水肥，

因此作物长势比较好。此外，我

们邀请当地专家和种植户来园

区参观，将农作物种植的先进技

术教给他们。”中乌现代农业科

技示范园工作人员说。

近期，在中乌现代农业科技

示范园，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利

与建筑工程学院教授朱德兰团队

研发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灌溉设备

正在安装调试中。“该设备采用太

阳能驱动，具有省电、节水、节肥等

功能，并且减少劳动力使用，比较

适应乌兹别克斯坦的气候条件。

下一步，我们将联系当地农业设

备经销企业和农业专家做好设备

推广。”朱德兰说。

依托上合组织农业基地，越

来越多的杨凌农技走向世界，为

世界朋友带去发展机遇和致富密

码。上合组织农业基地结合当地

自然禀赋和农业发展现状，通过

企业运营、高校参与、政府引导模

式在上合组织国家打造海外农业

园区集群，已建设12个农业科技

示范园区和农业产业园区，开展

小麦育种、设施栽培、节水灌溉、畜

牧养殖、农业机械等多领域的联

合研究和示范推广——

完成13大类100多个优良

品种的品比试验和高效栽培技

术集成与示范，筛选出适合当地

生产的4类作物9个品种，其中4

个小麦品种拟进入有关国家作

物品种区域试验。

小麦条锈病防治成果先后

在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土耳其

等国家和地区示范推广，年均挽

回小麦损失20亿公斤。

制定作物生产标准7项、作物

生产技术规程11项。良种及栽培

技术在海外生产基地示范25万

亩，辐射带动超过450万亩。

未来，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将

进一步强化“交流、培训、示范”

核心功能，打造技术、商贸、政

策、人文等多层次交流的平台体

系，探索产学研各类主体参与的

模式，努力在完善基地平台功能

体系上取得新成效，在强化涉农

人才交流培养上迈上新台阶，在

提升农技推广示范效应上展现

新作为，在拓展国际农业贸易和

产能合作上打开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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