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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关
系人类永续发展
和前途命运，是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 的 重 要 基 础 。
中国一直致力于
推动粮食领域国
际合作，携手各国
提升可持续农业
生产能力，增强粮
食系统韧性，保障
粮食供应链畅通，
共同维护全球粮
食安全。

走进埃塞俄比亚阿姆哈拉州扎韦

镇，一座现代化的制糖工厂机器隆隆作

响，成吨的精糖如同瀑布一般从分蜜机

里 倾 泻 下 来 。 这 是 贝 雷 斯 1 号 糖 厂 项

目，曾被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称为“实实

在在的民生工程”，由中国机械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下属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工国际”）承建，于去年

5 月投产。

技术经理菲拉正在工厂里巡查，他

是项目业主埃塞俄比亚糖业公司的员

工，已在扎韦镇工作 7 年。看着眼前先

进的生产线、现代化的设备和操作娴熟

的工人，菲拉感慨万千，“中国企业到来

之后，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好！”

2012 年起，埃塞俄比亚糖业公司就

委托一家承包商着手建设糖厂，还从农

民手里征收了大量土地用于甘蔗种植，

然而项目历经数年建设却进展缓慢。“糖

厂无法开工，1 万多公顷的甘蔗只能烂

在地里或者烧掉，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

统计，整个镇子也是一派萧条。”菲拉仍

然对当时的景象记忆深刻。

转机出现在 2019 年 4 月。应埃塞俄

比亚糖业公司委托，中工国际开始续建

糖厂项目。短短两年，中工国际克服了

复杂的工程遗留问题，经受住了新冠肺

炎疫情带来的严峻挑战，终于使糖厂顺

利投产。回想起出糖那天，菲拉仍然非

常激动，“附近的村民都成群结队跑来观

看，盼了多少年的场景终于成了真！”

村民尼格斯当天就在现场。尼格斯

一家三口曾经靠种些苔麸、芝麻和玉米

生活，收成好的时候一年能赚 1 万比尔

（1 元人民币约合 7.68 比尔），少的时候

只有 5000 比尔。后来，他的田地被糖厂

项目征收，除了拿到一笔征地补偿款外，

一家人再也没有其他进项。中工国际接

手糖厂项目之后，在当地招聘了许多村

民，尼格斯也应聘进入工厂工作，如今每

个月有 5300 多比尔的收入，“有了稳定

的收入，家里条件好多了，孩子也能上得

起学了”。截至目前，糖厂已为当地带来

近 5000 个就业岗位，预计这一数字还将

持续增加。

“从饮茶、喝咖啡到做面包、烤饼干，

埃塞俄比亚人的生活中离不开糖，中国

企业帮助建起了糖厂，极大地保障了我

们对糖的需求。”菲拉说。此前，埃塞俄

比亚每年糖产量仅为 30 万吨，无法满足

全国 60 万吨的年需求量。贝雷斯 1 号糖

厂项目投产后，在满负荷生产状态下，每

日可产精糖 1200 吨，极大地提升了埃塞

俄比亚产糖能力。同时，项目还配有发

电机组，在保证产能的同时，还可对外输

电，缓解当地旱季的供电压力。

埃塞俄比亚糖业公司项目总经理

依胡讷表示，贝雷斯 1 号糖厂项目的顺

利运转帮助该国节省了进口糖需要的

外汇，这些资金被用以进口食用油、小

麦等其他急缺的粮食作物及产品，项目

为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有利

条件。

如今，项目建设期已基本结束，埃塞

俄比亚糖业公司邀请中工国际继续协助

糖厂运营，将产出的蔗渣、废蜜用作饲

料，带动当地畜牧业发展。“小商小贩越

来越多，镇子越来越热闹，大家也都有了

精气神儿。我在厂里认识了我的妻子，

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看着如今的扎

韦镇，菲拉深有感触，由贝雷斯 1 号糖厂

项目带动的产业发展，正在为小镇注入

前所未有的活力，也让当地人民对未来

的生活充满期待。

“盼了多少年的场景终于成了真”
本报记者 闫韫明

南非东部姆普马兰加省，开阔的大地

上，绿色的农田蔓延向远方。适宜的亚热

带气候让这里成为该国重要的农业生产

区，主要经济作物有玉米、高粱和葵花子

等。也正是在这里，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的

海外平台中粮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粮国际”）与南非农场携手，一种新型

产销合作模式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

私营农场主普拉里的农场以玉米

种 植 为 主 。 2014 年 ，他 与 中 粮 国 际 签

约 ，成 为 其 农 产 品 供 应 商 。 在 生 产 阶

段，中粮国际向普拉里提供玉米市场价

格动态信息和气候变化预警消息，双方

共 同 制 定 季 度 生 产 计 划 ；到 了 收 获 季

节，玉米收割完成后被存入中粮国际南

非公司提供的筒仓袋，再被统一运入机

械化筒仓里，这些筒仓具有保温、干燥、

杀虫等作用，可极大地减少存储过程中

的损失；而在销售阶段，公司则会根据

全球市场价格变动，帮助农场选择最佳

出售时机，在某些特殊时期也会为农场

提供补偿。

这种创新合作始于 2009 年，中粮国

际和南非本地农场在种植、采购、加工、

贸 易 、物 流 等 全 流 程 的 各 环 节 密 切 协

作。目前，这一模式已拓展至南非 43 个

农场，签约农场总面积超过 7 万公顷。

中粮国际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董事

总经理约翰·斯泰恩表示，通过合作，农

场主分享本地化运营、农作物耕种等方

面的经验，而中粮国际则充分利用规模

化经营优势，为农场主提供更便宜的种

子、化肥等生产资料，从而提高农民收

入。“双方的合作互惠共赢，降低了生产

运营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让农民可以

放心生产。”

在姆普马兰加省莫干松镇，农民斯

蒂尔特工作的农场是最早一批与中粮国

际签约的农场之一。随着双方合作的不

断深入，斯蒂尔特见证了镇子的发展变

化。他回忆说，此前，农场种植的大豆只

能自谋销路，价格不稳定，仓储成本也

高。与中国企业合作后，“农场生产的大

豆都被直接送到中国企业下属的压榨厂

进行加工，再也不用发愁大豆的销路了，

大家的收益也更高了！”

除 了 开 展 农 业 经 营 合 作 外 ， 2021
年，中粮国际合作的南非农场向当地市

场提供超过 32 万吨的粮食，压榨厂提供

近 34 万吨的豆油和豆粕等产品。这家

位于斯坦德顿的压榨厂同时也是南非最

大 的 粮 油 压 榨 设 施 ，为 当 地 提 供 了 近

300 个工作岗位。

近年来，南非频遭异常气候影响，

水、旱、蝗灾不断，农业生产和销售时常

受到影响。保障粮食安全、提高农作物

收成，让农民不再“看天吃饭”，是南非各

级政府着力解决的问题。中国企业与当

地农场、企业深入合作，促进农业增产、

农民增收，为当地人民提供更多负担得

起的食品，提高了民生福祉，也得到了当

地政府和人民的认可。

“再也不用发愁大豆的销路了”
本报记者 邹 松 屈 佩

清晨 7点，位于首都金边西南郊的柬

埔寨皇家农业大学还处在一片静谧中，

丁春方已经踏着薄薄晨雾从宿舍出发。

过去整整 5年时间里，她每天都会赶在学

生前面，早早走进农学院大楼的香蕉组

培苗中心。“学生们 7点半就到，我要提前

一点来做些准备工作。等会儿学生来

了，就要留意他们的操作，检查营养液的

配制、组培苗接种手法以及培养阶段的

温湿度、光照控制等细节是否规范。”

丁春方是柬埔寨皇家农业大学香蕉

组培苗中心的技术总监。柬埔寨土地肥

沃，阳光及雨量充足，适宜发展香蕉种植

产业。组培苗是种植香蕉的关键，受多

方面原因所限，柬埔寨本土香蕉组培苗

中心不多，香蕉种植企业缺乏培育组培

苗的技术和能力。2017 年，中国热带农

业科学院、海南省农业厅与柬埔寨皇家

农业大学三方签订协议，由中方向柬方

援助香蕉组培苗中心的技术设备和耗

材，同时派出专家负责中心运营。“香蕉

专家”丁春方此前一直在海南从事农作

物品种选育，从那时起便以中方专家的

身份赴柬工作。

2018 年 10 月，柬埔寨皇家农业大学

香蕉组培苗中心正式投入运营，目前已

成为当地香蕉产业的“种业基地”和“供

苗大户”，累计向桔井、磅湛、上丁等省份

的香蕉种植企业供应了超过 100 万株组

培苗。“每次我带学生们去企业考察时，

他们都很骄傲，那里种植的香蕉树大多

出自我们中心的实验室，出自这些学生

之手。”丁春方说，中心不仅承担了育种

和供苗工作，同时也是柬埔寨农业尤其

是香蕉种植业的培训基地。

自运营以来，中心在海南省农业农

村厅和海南省农业对外交流合作中心的

带领下，举办了五期中国（海南）—柬埔

寨热带农业技术培训班香蕉标准化生产

技术培训班，参加培训的柬埔寨学员超

过 300 名。如今，他们大多成长为专业

的技术人才，服务于柬埔寨各地。中心

也多次举行组培扩繁技术理论及实操培

训，100 多名学生接受了培训，其中 18 名

留在中心担任技术员。

柬埔寨姑娘金蕙在组培苗中心工作

了近两年时间，农业专业出身的她自学

了一口流利的中文。“柬埔寨的香蕉种植

业起步很晚，技术和经验都比较欠缺。

组培苗的品质直接决定了香蕉树的长势

和结实率，很感谢中国专家给我们带来

了先进的设备和理念。”

柬埔寨皇家农业大学农学院院长吉

洪表示，柬中农业合作实实在在地给柬

埔寨农业从业者带来了福祉。在他看

来，组培苗中心是中国送给学校的礼物，

也是柬埔寨香蕉种植业发展的基础。“没

有组培苗中心，很难有今天方兴未艾的

柬香蕉产业，我们的香蕉种植业从这里

‘发芽’。”吉洪说。

“我们的香蕉种植业从这里‘发芽’”
本报记者 赵益普

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省，萨姆巴

斯县。天气酷热，一片碧绿的稻田中，穆

赞尼正弓着腰查看水稻苗长势。现在正

是除草和防治病虫害的关键时期，他一

边认真记录，一边和农艺师沟通交流技

术细节。“预计今年收成会很好！”穆赞尼

笑容满面。

西加里曼丹省是印尼主要的农作物

产区之一。一直以来，由于当地农业生

产技术水平较低，农民收入十分有限。

年轻时，穆赞尼曾和妻子背井离乡，到马

来西亚打工谋生。1999 年，他们回到家

乡开始种植水稻，当时每公顷水稻年产

量仅有 1.8 吨左右，收入非常微薄。“种子

质量不高，我们也不了解种植知识，没受

过培训指导，以为水稻就是种下去再收

割就行，一年也就收获一季。”穆赞尼回

忆说，直到 2014 年，他开始与中国中化

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下属先正达集团的农

艺师团队合作，一切才有了起色。

通过接受技术指导，穆赞尼的水稻

变成了一年三熟，产量也大大提升。先

正达集团还帮他通过电商团队打开了销

路，“价格上去了，收入多了，我们的生活

越来越好了”。穆赞尼萌生了让更多农

民受益的想法，他组织了 40 多名萨姆巴

斯县农民结成互助团体，由当地政府和

企业为这些农民提供农业技术培训和金

融服务支持。“现在，许多农民种植水稻

的年产量每公顷约为 7 至 8 吨，有些甚至

已经可以维持在 9 吨左右。”

作为农业科技企业，先正达集团在

深耕印尼市场的过程中，致力于通过科

技创新为农民赋能。该集团印尼商业区

域负责人普巴介绍，集团在印尼爪哇岛、

巴厘岛、苏拉威西岛、苏门答腊岛等主要

岛屿都有固定的农艺师团队。团队成员

均为本地人，在接受培训后，他们定期免

费为农民提供专业技术指导，内容包括

选种、灌溉、施肥等。此外，先正达集团

还在当地推广优良种子品种，提供植物

保护方案，为农民提供农业保险等。例

如，育种团队根据印尼本地土壤和气候

条件培育出了优良杂交玉米种子，有效

地帮助农民解决了病虫害问题。

中国企业促进印尼农业发展、帮助农

民增收的各项活动也得到了印尼政府的

重视和支持。印尼经济事务协调部专门

邀请先正达集团参加其“闭环农业计划”，

为农民提供从种植培训、施肥指导到销售

推广的全流程服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期间，该集团在云端继续指导农民生产，

举办了超过 9000场线上教学培训活动。

先正达集团与当地农户的合作，是

中国和印尼两国在农业领域加深合作的

生动缩影。印尼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发

展农业生产。多年来，两国在杂交水稻

种植、经济作物开发、农业技术交流等多

个领域积极互动。中国农业企业走向印

尼市场，与当地政府、农业企业、个体农

户开展合作，建立农业合作区、种子开发

基地、推广现代化技术等，共同致力于促

进印尼农业发展、维护粮食安全。

中国企业的积极贡献受到了印尼媒

体的关注，《雅加达邮报》发文称赞先正

达集团秉持着推动印尼农业发展的愿

景，在当地与政府和企业开展各项合作，

帮助实现农业生产目标。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本报记者 张 杰 屈 佩

图①：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省萨姆巴斯县，当地农民和先正达集团的

农艺师（右一）正在查看交流水稻长势。

瑞奇·瓦尤迪摄（先正达集团供图）

图②：埃塞俄比亚贝雷斯 1 号糖厂项目煮糖车间中，中方工程师（左四）

向当地工程师讲解车间控制逻辑。

刘止戈摄（中工国际供图）

图③：柬埔寨皇家农业大学香蕉组培苗中心内，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组培

苗接种。

本报记者 赵益普摄

图④：南非西开普省，中粮国际在合作农场上安装的筒仓袋中装满玉米。

克里斯·费雷拉摄（中粮国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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