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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领域。2020年10月，上海合作组织
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下称“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在陕西省杨凌农业
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下称“杨凌示范区”）正式揭牌，逐渐成长为上海合作组
织农业技术合作的“样板间”。

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建立以来，面向上合组织国家开展了一系列人才培训、技
术推广、科技合作和经贸促进工作，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取得丰
硕成果，友谊的种子正在结出甘美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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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培育农业人才“新课堂”

“很高兴来到中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很多令人惊
叹的农业新科技。”不久前，来自哈萨克斯坦国立农业大
学农业学院土壤、农业化学和生态学教研室的教师叶尔
塔耶娃·扎依娜古丽，来到位于陕西省杨凌示范区的上合
组织农业基地，参加发展中国家水土保持与旱作农业研
修班。和她一起参加培训的，还有来自哈萨克斯坦、亚
美尼亚等13个国家及非盟的近60名学员。

研修班为期约半个月，不仅有来自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围绕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旱作农业、现代农业等方面知识进行授课，还组织
学生实地参观杨凌智慧农业示范园、西安爱菊粮油集团
等农业实训基地和涉农企业。

最让扎依娜古丽印象深刻的，是在杨凌智慧农业示
范园智能温室内看到的景象：绿油油的叶菜生机勃勃、
彩色小番茄挂满枝头，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
技术在这里得到深度应用。她说：“我十分珍惜这次培训
机会，将把在中国学到的农业科技带回我的国家。”

在杨凌，像扎依娜古丽这样参加培训的上合组织国
家农业官员、技术人员和学者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杨凌
示范区已举办农业援外培训43期，培训人员2000多名；开
展远程技术讲座 37期，3.7万人次在线参与学习中国农业
技术。

除了技术培训，上合组织农业基地牵头的农业教育
合作也逐渐走向深入，依托丝绸之路农业教育科技创新
联盟等涉农人才培养平台载体，与上合组织国家农业高
校联合培养高层次人才1200多名。

两年前，来自塔吉克斯坦的穆尼萨进入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学习遗传和作物育种专业。在
老师和同学的热情帮助下，她很快适
应了这里的学习和生活。“这是我一生
中最珍贵的记忆。”她说，留学期间她
先后参与实验室工作和实地研究，学
习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深刻感受到
中国人民对待农业的满腔热情和责任
感，这坚定了她为农业领域作出贡献
的决心。

穆尼萨介绍，塔吉克斯坦被称为
“高山之国”，境内九成以上地区为山
地。谈及未来，她表示：“我将把获
得的知识应用于研究能够抵御气候变
化的作物，促进塔吉克斯坦农业可持
续发展。”

“目前，我们已形成扶贫专项培
训、农业技术援外培训、留学生培养
和设立海外分校等4种培养方式，培
训出数以千计的农业科技人才，为上
合组织国家农业发展提供了人才支

撑。”杨凌示范区党工委外事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主任、上合组织农业技
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办公室常务副
主任马静说。

打开科技示范推广“新窗口”

缺水，是上合组织国家农业发
展面临的一个共同挑战。随着来自
中国的节水灌溉系统在中亚国家逐
渐运用，这种状况正在得到改善。

在乌兹别克斯坦中乌节水农业
海外示范园，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
利与建筑工程学院教授朱德兰，和
她的团队将智能水肥一体化灌溉系
统带到了这里。利用新系统，这里
的农作物产量提高了30%，用水量却
节省了一半，成本减少了40%。当地
农民内比江说：“用上这套由太阳能
驱动的灌溉控制系统后，我们再也

不用担心停电了，同时水肥等投入也减少了。”
近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小麦育种专家张正茂教授

前往位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图尔根的上合农业示范
园，指导园区的农作物管护工作。这里曾经土地盐碱化
较为严重。张正茂将改良后的小麦品种引入种植，几年
来，他和同事数十次往返于中哈之间，最终在当地人认
为不能种粮食的地方种出了粮食，并且比当地肥沃土地
的小麦产量还要高。“经过几年发展，我们与当地政府、
农场主和中国企业共同探索出了一条海外农业科技示范
园发展的新路，这就是坚持科技引领、企业主体、多方
协同、市场导向。”张正茂说。

科技示范推广是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建设的重要任
务。杨凌示范区围绕上合组织国家农业需求，加强技术
输出援助，先后派出190余名专家，赴哈萨克斯坦、吉尔
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上合组织国家，通过合作建
立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加快推动中国优势农业技术

“走出去”。
科技示范推广的成效十分显著。在哈萨克斯坦、白

俄罗斯小麦示范园开展的品种对比试验中，来自中国的
品种最高可增产60%；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苹果示范
园，采用中国矮砧集约栽培技术种植的苹果，亩均增产
300公斤以上；在巴基斯坦，通过培育杂交水稻、推广菌
草技术、引进中国花椰菜种子、种植辣椒，巴农业发展
迎来新机遇……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张明表示，各成员国大力推动

农业科技创新合作，通过交流农业技术和解决方案、扩
大农产品贸易、提高粮食生产、提升农产品储存和加工
能力、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畅通等举措，共同确保区域和
全球粮食安全。

搭建农业交流合作“新桥梁”

6月14日，“上海合作组织日”招待会暨上合组织农
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倡议五周年推介会在北京举
行。活动中，上合组织农业基地特色产品展示品鉴活动
受到参会代表欢迎。大家或端着特色果汁、葡萄酒慢慢
品味，或拿起火龙果、甜瓜感受甜蜜的味道，或品尝巴
基斯坦的黄油曲奇饼干、伊朗的夹心糖，在特色产品中
品味上合组织国家农产品风味。

小小的特色产品背后，是国际交流合作的大舞台。
从上合组织减贫和可持续发展论坛，到上合组织国家农
业部长会议；从中国—中亚农业部长会议到上合组织
农业博览会，从陕西特色商品展览会到中亚 （陕西）
农产品交易推介会 （订货会） 暨首届中亚—陕西苹果
节……目前，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开展多边机制化交流
活动 35 场次，为开展农业各领域务实合作搭建了广阔
平台。随着一系列重大国际会议活动落户，杨凌的知
名度持续提升。

如今，消费者来到位于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
上合组织农业基地中国商品交易中心时，常会到上合生
活馆塔什干会客厅和康复路小商品国际贸易展销中心逛
逛。前者是上合组织农业基地首个海外会客厅，汇集了
包括农机装备、灌溉设备、特色农产品、日用百货等上
百种陕西特色产品，后者则汇聚了西安市新城区康复路
商圈 20余家大型综合性商贸市场提供的 20个大类 300余
项优势货品。

“这里已逐步成为中国企业在乌的‘娘家’，孵化助
推产能合作、经贸往来的平台作用越来越大。”作为两个
中心的推动者，杨凌现代农业国际合作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陈兵成就感满满。

在上合组织农业基地一系列农业交流合作平台的带
动下，依托杨凌自贸片区、综合保税区的叠加动能，
杨凌与上合组织国家的农业经贸活动日益增多。去
年，杨凌进出口贸易额达 10.88 亿元，最近 5 年平均增
长 20%以上。

“接下来，杨凌将持续推动农业领域制度创新和管理
模式创新，打造国家农业开放和产业合作试验区。同
时，积极探索开展上合组织国家间农业标准化交流合
作，打造上合组织国家农产品国际贸易绿色通道。”杨凌
示范区党工委书记史高领说。

6月25日，嫦娥六号返回器携带来自月背的月球样品安全着陆在内
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历经53天，11个飞行阶段，嫦娥六号实现人类历
史上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并搭载4台国际载荷，开展了务实高效的国
际合作。嫦娥六号成功完成“月背之旅”，迈出中国太空探索的重要一步。

今年是中国探月工程正式立项20周年。从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起
步，到嫦娥一号拍摄全月球影像图；从嫦娥四号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
面软着陆，到嫦娥五号带着月壤胜利归来，如今嫦娥六号在人类历史
上首次实现月球背面采样返回，20年来，中国对月球的科学探索从未
止步，并通过积极推动国际合作探索月球，持续深化人类对月球成因
和太阳系演化历史的认知。欧洲航天局行星科学团队负责人詹姆斯·卡
彭特说，他和同事们很欣喜地看到中国的月球探测工程从无到有，一
步步走向世界级，“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棒的学习过程”。

随着中国航天事业快速发展、国际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持续深入
参与人类和平利用太空进程。在此次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务中，嫦娥
六号搭载了欧空局月表负离子分析仪、法国氡气探测仪、意大利激光
角反射器、巴基斯坦立方星等多国科研仪器，开展广泛国际合作。
2023年10月，中国在第74届国际宇航大会上宣布，嫦娥五号月球科研
样品面向国际开放申请，欢迎各国科学家共同研究，共享成果。中国
国家航天局还发布嫦娥八号任务国际合作机遇公告，欢迎各国与国际
组织加入，开展任务级、系统级、单机级合作，共同实现更多重大原
创性科学发现。

除了邀请全球科学家共赴“探月之旅”，中国在太空探索过程中积
极为其他国家提供优质航天产品和服务，持续提升开展国际空间交流
合作的能力。中国国家航天局发布《中国航天推动构建新型空间探索
与创新全球伙伴关系的行动声明》；牵头发起国际月球科研站、金砖国
家遥感卫星星座、“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等多边合作项目；围绕航
天探索重大工程任务与多国开展深度合作；中国航天进一步拓展运载
火箭服务、卫星运营及服务的国际市场，逐步建立空间基础设施全球
服务网络……从理念到实践，从政府合作到市场行为，中国在建设航
天强国的进程中，持续推动着人类航天事业共同进步。

截至目前，中国已与 43 个国家或地区和 6 个国际组织签署共 136
项航天领域合作文件，与 9个国家航天机构签署了航天合作大纲，建
立17个航天合作机制，现已初步构建了以合作协定为指导、合作机制
为依托、合作大纲为抓手的航天国际合作模式。

探索浩瀚宇宙是人类共同的理想，和平利用太空是中国航天事业
发展的一贯宗旨。中国正从多方面推动构建平等互利、开放包容、和
平利用、造福人类的新型空间探索与创新全球伙伴关系。可以相信，
在人类探索浩瀚宇宙的旅程中，中国航天将继续在平等互利、和平利
用、包容发展的基础上，深入开展航天国际交流合作，同各国分享发
展成果，为探索宇宙奥秘、增进人类福祉不断作出新贡献。

中国联合展台近日走进第35届法国国际
阳光纪录片节，举办推介、签约等活动，受
到广泛关注。

本届法国国际阳光纪录片节于近日在法
国西部海滨城市拉罗谢尔举行。中国联合展
台举办了“中国时间”主题活动，向现场各
国纪录片人推介合作提案及机构，并发布了
相关项目。当晚，“中国之夜”在拉罗谢尔
市政厅举行，与会国际同行回顾历年纪录片
节上达成的中外合作成果，并签约新的国际

合作项目。
本次中国联合展台组展工作由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支持指导，五
洲传播中心承办，参展机构有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五洲传播中
心、河南省广播电视局、贵州广播电视台、
四川广播电视台、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
京广播电视集团、中山市广播电视台以及哔
哩哔哩、中国国家地理。

五洲传播中心主任董保生表示，法国国

际阳光纪录片节为中外纪录片交流合作提供
了优良平台。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风
光秀丽，是纪录片创作的宝库，欢迎国际纪
录片同行到中国看一看，中外携手为世界观
众带来优质作品。

有参与中法合拍纪录片经历的法国制片
人尼古拉·德尚告诉记者，中国纪录片团队
有很高的专业水准，法中两国要不断发掘合
作空间，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历史文化、科技
成就、自然景观等。

创办于1990年的法国国际阳光纪录片节
是全球纪录片领域的专业盛事。中国联合展
台2017年首次亮相该纪录片节，已成为国际
业内人士了解中国纪录片发展成果及合作需
求的重要平台。

（新华社法国拉罗谢尔电 记者乔本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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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建立以来，持续加强同地区国家农业合作——

友谊的种子结出甘美果实
本报记者 彭训文

上海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建立以来，持续加强同地区国家农业合作——

友谊的种子结出甘美果实实
本报记者 彭训文

在法国国际阳光纪录片节上——

中 国 联 合 展 台 受 关 注

位于挪威斯瓦尔巴群
岛的小镇新奥勒松，地处
北纬 79度，是最靠近北极
的人类定居点之一，因其
极高的纬度和丰富的地质
生态被极地科学家誉为

“科考圣地”。
这里每年有着长时间

的极夜和极昼：从 10 月
下旬到次年2月下旬，这
里要经历长达 120多天的
黑夜；从 4 月下旬到 8 月
下旬，游客则能欣赏到

“午夜太阳”的奇观。
图为新奥勒松小镇夏

日景色。
新华社记者
赵丁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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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张正茂 （左一） 与哈萨克斯坦专家观察农作
物生长情况。 受访者供图

参加农业技术援外培训的学员接受现场实训。
杨凌示范区党工委宣传部供图

参加农业技术援外培训的学员接受现场实训。
杨凌示范区党工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