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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家一户到千户万亩，中
国“平行经验”在非洲落地生根

“坦桑尼亚建国后的第一任总统是尼雷
尔，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帮他们建设了坦赞
铁路，我上中学时就知道……”提起坦桑尼
亚，李小云很有感情。他还记得自己第一次
到坦桑尼亚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在欧洲
学习的他曾赴坦桑尼亚调研，“印象里和中国
的大西北差不多。”

2011 年，李小云第三次到访坦桑尼亚。
这一次，他是带着问题来的。

长期以来，坦桑尼亚人的主食是玉米，
他们将玉米磨成面，制作成一种叫“Ugali”

（乌加力） 的糊状食物，口感类似中国西北地
区常吃的“搅团”。李小云说，虽然玉米是坦
桑尼亚主要粮食来源，当地玉米产量却非常
低，平均亩产却只有 150 斤左右。在中国的
华北平原，玉米亩产 800 斤，相较之下差距
不小。

实地调研之后，李小云发现了问题所
在。当地农户的玉米种植方式较为粗放：不
做土地平整，下雨之后，把自留的种子播到
地里，也没有适当的田间管理、没有基础的
灌溉设施。这些做法导致出苗率低，最终产
量也低。

“产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种植密度
不够。”李小云说，过去，坦桑尼亚人种玉
米，1 亩地普遍只种 1000-2000 株。在中国，
密植的玉米1亩地起码要种4000株。“其实就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但是在坦桑尼亚，
没有农民懂得。”

其实，像李小云一样来到非洲的援助者
不少。不同的是，以前的援助者提供的解决
方案，比如灌溉农业、机械化农场等，大都
超越了非洲发展实情，最终“水土不服”。坦
桑尼亚的小农户，极少有人买得起拖拉机。
就算能买得起，也用不起，因为他们承担不
了高昂的能源、维护等成本，还有道路条件
不足造成的损耗。

“我就在想，能不能考虑到实际条件，采
用那些最简易、最朴素、最容易被当地农民
接受的经验和技术。”李小云称之为“平行经
验”，“无需资本投入，只需用点‘小技术’，
农民也能获得‘大丰收’”。

经过调研，李小云团队提出了基于中国
经验的玉米密植技术，教坦桑尼亚农民按照
35厘米株距、75厘米行距来种植玉米，然后
实行中耕除草、间苗等技术，在缺乏资本投
入、不施化肥的条件下，改广种薄收为“集
约化、劳动密集”的精耕细作，最终将玉米
产量提高。

起初，项目的推进并不顺利。
第一年，在佩雅佩雅村，只有毕尚噶一

户采用了中国技术，他是村里的农业技术推
广员。

“没见过那样种玉米，太复杂，也太辛
苦。投入的劳动要多很多，但收益如何，还
不知道。”许多村民仍在观望。

到了第二年 7 月收获季，毕尚噶家试验
田的玉米亩产达到 400 多斤。看到如此明显
的改变，愿意尝试的农户多了起来，纷纷邀
请中国专家来自家地里进行指导。

之后，每到种植季，中国农业大学的
师生们都会到坦桑尼亚，下地观察植物生
长情况、传授经验、解答疑惑。渐渐地，
中国“平行经验”得到了更多坦桑尼亚农
户的认可。

“从前 1英亩地只能收获 4麻袋玉米，如
今1英亩地能收获16麻袋玉米。”麦迪格瓦辛
巴村的穆达说，他在2019年采用中国技术后
收入倍增，如今已住上更大的新房子。

自2011年起，中国农业大学与坦桑尼亚
莫罗戈罗省政府、苏科因农业大学组建联合
团队，先后在佩雅佩雅村、麦迪格瓦辛巴村
等十个村庄开展村级减贫示范项目，分享中
国的农业发展和减贫脱贫经验。2017年，这
个名为“小技术 大丰收”的项目，在莫罗戈
罗全省推广。据统计，“小技术 大丰收”项
目已覆盖当地一千余户农民、一万多亩土
地，参与者的玉米收成平均翻了一番以上。
项目还多次入选联合国南南合作与三方合作
促进可持续发展优秀案例集。

从种玉米到磨豆浆，提升当
地农民的营养和健康

“妈妈，我还要一杯！”“味道真不错！”
“豆浆很美味！”在佩雅佩雅村，品尝到豆浆
的孩子们兴奋地叫着。这是他们第一次喝到

这种饮品。向记者讲述这个故事时，李小云
脸上泛起笑容：“你看，视频都记录下来了。”

醇香的豆浆源自自产的大豆。在“小技
术 大丰收”项目推广到千家万亩之后，李小
云团队又开始推广玉米套种大豆。

为什么是大豆？
“玉米密植推广开来后，我就开始思考，

在不施农药、不增加科技投入的情况下，产
量是有上限的。如何进一步增加农田的产
出？另外，作为主食的玉米增收，解决了当
地农民的温饱问题，如何让他们在吃饱的同
时，也能吃得有营养？”李小云说，他想到了
套种，这也是一种中国农民长期应用、简单
且富有成效的实用技术。

原本，坦桑尼亚农民就有玉米套种鸽子
豆的习惯，用大豆代替鸽子豆，不仅可以增
强土壤肥力，还能有效改善当地饮食的营养
结构。“大豆富含多种氨基酸，蛋白质含量
高。一方面让农民获得额外收入，另一方面
用大豆制作豆浆，比牛奶便宜，更适合当地
情况。”李小云说，“这个新项目，我们叫它

‘小豆子 大营养’。”
从2021年开始，李小云团队筹划与莫罗

戈罗省政府合作开展“小豆子 大营养”项
目，先期选取了4个示范村、100个示范户进
行试点。虽然由于疫情，中国农大团队无法
到现场，只能远程指导，项目仍进展得十分
顺利。

2022年，项目组将大豆种子分批次分发
至示范户。接下来，项目坦方协调人、村干
部和技术人员现场指导种植和管理技术。等
到进入大豆收获季，莫罗戈罗省官员和项目
坦方团队便前往各示范村，教当地村民制作
豆浆。

柯泰特村村民阿达姆是最早尝到甜头的
农户之一。“我第一次种大豆，一英亩的产量
有 2袋 （约 200公斤）。大豆不难种，要不是
天气比较旱，每英亩我可以收5袋以上。”去
年，阿达姆一家被评选为柯泰特村最佳示范
农户，家里老老少少八人都品尝到了豆浆。

“豆浆的味道很好！对我们的健康有好处，我
喜欢它。”图姆博说。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传红透露，实际
上，坦桑尼亚人一开始并不习惯豆浆的味
道，在项目组鼓励下，农户在豆浆加入当地
调料，做成了适合他们口味的饮品。就这
样，豆浆开始在项目村庄大受欢迎。当地学
校老师也会到村子里，给村民讲解大豆以及
豆浆的营养价值。

更让人欣喜的是，不少农户靠着种玉
米、大豆新增的收入，盖起了新房子。麦迪
格瓦辛巴村农业推广员维罗妮卡说，“过去村
民们从没想过耕种还可以挣钱，现在观念变
了，只要努力，就能赚到更多钱”。曾任莫罗
戈罗省助理行政秘书的慕康果表示，他对

“小豆子 大营养”项目充满信心，期待更多
坦桑尼亚民众从中受益。

从经验分享到友好合作，中
坦两国人民的心贴得更紧

中坦农业技术合作与交流，结出的果实
不仅是地里丰产的玉米、大豆，更加珍贵的
友谊种子，已经在中坦两国人民的内心悄然
播下。

多年接触下来，许多坦桑尼亚人对李小
云这位“会一起下地干活”的中国专家已是
非常熟悉。在他们眼里，有的外国专家白天
来村子里逛一圈，晚上就开车回城市住高级
酒店了。中国专家却和村民干在一起、吃在
一起、住在一起，特别接地气。当地人亲切
地称他“Professor Li”（李教授），李小云则
管当地人叫“Rafiki”。

“Rafiki 是 斯 瓦 希 里 语 ‘ 朋 友 ’ 的 意
思。”李小云说，“可能很多人认为，我们帮
助非洲是单向的，其实这些援助项目和活
动，给我们也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学习机会。
项目开展的过程是中坦双方互相学习的过
程，课题组与当地村民相互尊重、相互合
作，因地制宜分享减贫经验。人类是一个命
运共同体，帮助非洲，就是帮助我们自己。”

为了方便工作推进，项目团队利用有限
资金为村庄修建办公室，改变村民没有正式
议事场所的情况。修房子、做装饰时，看到
中国团队亲力亲为，坦桑尼亚人也会一起参
与。同时，项目团队还组织开展“玉米增产
竞赛”、最佳农业推广员比赛等活动，进一步
激发了村民的参与感和积极性。中国农业大
学齐顾波教授印象很深：“坦桑尼亚人热情，
看到中国面孔，对我们特别友好。”

现在中国农业大学从事博士后工作的雷
雯，曾多次到坦桑尼亚。她说：“我们一进村

就会被认出是中国人，村里的小孩会用专向
长辈问好的斯瓦希里语‘Shikamoo’同我们
打招呼。在村里做调研时，还有村民热情地
买汽水招待我。”

2014年，为完成田野调查，雷雯在佩雅
佩雅村一户人家住了 3 个月，与当地人结下
深厚情谊。“我借宿的那户人家，妈妈是村里
的小学教师。她有一个二手包，上面还写着
几个汉字。我至今记得，去家里的第一天，
妈妈做了只在节日里会吃的一种抓饭来欢迎
我。”现在，雷雯的微信头像仍是在佩雅佩雅
村拍的一张照片。照片中，她留着当地特色
发型与编发师傅合影，笑容明媚。

现在中国农业大学任教的张悦，也曾参
与中国农业援非合作项目。她发现，即使大
多数师生不会斯瓦希里语，中方团队和当
地村民也能用中英斯混杂的三种语言，顺
畅地沟通。她说：“这是我们长期交流形成
的默契。”

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农业大学师
生通过参与项目、海外实践、田野研究等方
式，与坦桑尼亚近距离接触；也有不少坦桑
尼亚人来到中国农业大学进修，实地游历中
国乡村，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政府官
员或农业技术骨干。

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
院长徐秀丽表示，中国农业大学与坦方开展

农业合作的十余年里，中国农业技术
逐渐被当地农民接受，受到广泛欢
迎，这些进展令人欣喜。许多经过中方培训
的非洲学生回去后，为促进当地农业发展、
带领农民脱贫致富做出巨大贡献。与此同
时，许多良好观念也在当地逐步传播。“这些
成果珍贵而来之不易，我们将继续推进与非
洲农业合作，不断续写中非农业合作佳话。”

最近两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李小云团
队去坦桑尼亚的次数变少了。不过，中国农
大和坦桑尼亚合作方在微信上建了一个群，
名叫“We Do It”。种子何时播种了、作物
长得如何了、管护遇到什么问题了……大家
在线上及时沟通。

“今年最早种下的一批大豆已开花，结出
豆荚，7月有望收获！”5月 11日，群里的坦
方协调人传来最新消息。李小云团队也在计
划着，今年要再去坦桑尼亚现场，见证丰收
喜悦，会会新老朋友，将中坦农业合作推向
更深处。

中国农业大学团队坚持对非农业合作10余年——

在坦桑尼亚在坦桑尼亚，，我们一起种玉米我们一起种玉米
本报记者 叶 子

眼下已是五月中旬眼下已是五月中旬，，到七八月份到七八月份，，在非在非
洲东部洲东部的坦桑尼亚的坦桑尼亚，，玉米就将迎来收获玉米就将迎来收获。。
提起种玉米提起种玉米，，对于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佩对于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佩
雅佩雅村的农户来说雅佩雅村的农户来说，，他们忘不了他们忘不了 20112011 年年
的一天的一天。。

这天这天，，村里来了一群中国人村里来了一群中国人。。来旅游观来旅游观
光的光的，，还是来修路架桥的还是来修路架桥的？？村民们一番猜测村民们一番猜测。。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些中国人是来帮这些中国人是来帮
助他们种玉米的助他们种玉米的。。那时的他们更不会想到那时的他们更不会想到，，

中国农业专家团队在这里一待就是数周中国农业专家团队在这里一待就是数周，，在在
周边村庄走访调研周边村庄走访调研，，与农户一起下地干活与农户一起下地干活，，
带来许多种植经验带来许多种植经验，，甚至在今后的十多年甚至在今后的十多年
里里，，多次来到这里多次来到这里，，帮助农业发展帮助农业发展，，改变了改变了
当地面貌当地面貌。。

这些中国人这些中国人，，是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是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
与全球农业学院名誉院长李小云及其团队与全球农业学院名誉院长李小云及其团队。。
1010多年来多年来，，他们将中国农业发展和减贫脱贫他们将中国农业发展和减贫脱贫
的经验分享到坦桑尼亚的经验分享到坦桑尼亚。。

““中国成功使数亿人摆脱贫困中国成功使数亿人摆脱贫困，，非洲可从非洲可从
中国借鉴减贫经验中国借鉴减贫经验，”，”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
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汉弗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汉弗莱··莫西表示莫西表示，，

““中国正通过中非合作论坛等机制帮助非洲提中国正通过中非合作论坛等机制帮助非洲提
高农业生产率高农业生产率、、加快工业化进程加快工业化进程，，让更多非让更多非
洲人摆脱贫困洲人摆脱贫困。”。”

近日近日，，李小云教授及团队接受本报采李小云教授及团队接受本报采
访访，，讲述了他们和坦桑尼亚人一起种玉米的讲述了他们和坦桑尼亚人一起种玉米的
故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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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① ： 李 小 云
（右一） 在坦桑尼亚
与当地农户交流。

图 ② ：“ 小 技
术 大丰收”项目启
动 时 获 得 当 地 农 户
积极响应。

图 ③ ： 坦 桑 尼
亚 妇 女 展 示 收 获 的
玉米。

图④：坦桑尼亚
农户采用中国技术种
植的玉米。

（采访对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