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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是 中 国 与 巴 西 建 交 50 周
年。半个世纪以来，两国各领域务实
合作成果丰硕。中巴均为农业大国，
双边农业合作高度互补互利，是两国
合作中最扎实、最有活力的领域之
一。近年来，两国农业贸易规模持续
扩大，农业技术合作更加深入，可持
续农业发展方面的交流合作不断加
强。巴西农业和畜牧业部部长卡洛
斯·法瓦罗表示：“巴西和中国农业合
作持续惠及两国人民。”

“中国市场具有强大的
吸引力”

多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巴西牛肉
最大出口市场。2023 年，巴西对华
牛 肉 出 口 额 占 其 牛 肉 出 口 总 额 的
54.9％。今年，获得对华出口资质的
巴西肉企从 106 家增至 144 家。巴西
媒体表示，这批企业获得出口授权，
意味着巴西将在一年内增加100亿雷
亚尔 （约合 131 亿元人民币） 贸易
额。巴西农业和畜牧业部贸易和国际
关系秘书罗伯托·佩罗萨表示，对华
出口的肉企将为巴西内陆地区创造更
多就业机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自2009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巴西
最大贸易伙伴，大豆、玉米、牛肉等是巴
西对华出口的主要商品。中国农业农
村部数据显示，2023年，巴西继续保持
中国第一主要农产品进口来源国地位。

巴西企业连续 6 年参加进博会。

巴西肉类、蜂蜜、蜂胶、葡萄酒、起
泡酒、咖啡等特色农产品逐渐为中国
消费者熟知。巴西主要农业州马托格
罗索州经济发展部国际顾问阿丽亚
娜·格德斯表示，中国是巴西出口的主
要目的地，“对巴西来说，中国市场具
有强大的吸引力和重要的战略意义”。

“巴西正在进一步拓宽出口至中
国的农产品类别，尤其是经济作物和有
高附加值的农产品，比如莓果、坚果、可
可等。”巴西农业和畜牧业联合会贸易
促进处主任罗德里戈·达·马塔说。

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
尼·林斯表示：“农产品贸易是巴中两
国经贸往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
物流和仓储等领域的投资可以显著改
善巴西农业供应链，同时两国在粮食
育种、肉类生产等技术方面也可以相
互分享经验。”

“中国技术帮助巴西农
民提高了生产效率”

收割机、拖拉机、喷洒农药的无
人机……在巴西东北部小镇阿波迪，
马里姆家的小农场里机器轰鸣，现代
化农机有条不紊地在田间劳作。

今年2月，中巴农业机械化合作
示范项目在阿波迪启动，第一批来自
中国的拖拉机、播种机、收获机及配
套农机具等共 31 台 （件） 设备正式
交付给当地。这些设备在巴西东北部
9个州巡回示范作业，中方专家面向

当地农户普及农业机械化知识。马里
姆就是该项目的受益者之一。

中巴农业机械化合作示范项目由
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
会、巴西东北部联合会、国际民众合作
协会共同实施，重点推进精准播种施
肥、无人机植保、机械化收割等智慧农
业创新技术在巴西农场的落地应用。

近年来，中国农业机械和农业解
决方案逐渐受到巴西市场的青睐。不
久前，在圣保罗州里贝朗普雷图市举
办的 2024 年巴西农业科技展上，中
国农业无人机、电动挖掘机、太阳能
灌溉系统等纷纷亮相。阿德马尔·奥
利韦拉是巴西一家中国无人机代理企
业的首席执行官。在他看来，中国无
人机技术持续创新，越来越多巴西农
场开始使用中国无人机。“中国技术
帮助巴西农民提高了生产效率。”

“为两国农业合作汇聚
更多力量”

作为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的农业
大国，中巴在提高农业供应链韧性、促
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发展气候智慧型
农业等相关议题上深入对话，对推动
农业减排、促进粮食安全意义重大。

巴西社会发展和援助、家庭和抗
击饥饿部常务副部长奥斯马·朱尼尔
表示，巴西愿与中国政府机构、高校
等建立长效合作机制，特别是加强在
减贫与反饥饿等领域的经验交流，努

力为消除贫困乃至解决全球粮食问题
采取积极应对措施。

法瓦罗表示：“巴西希望同中方
加强科技合作，为两国农业合作汇聚
更多力量。”成立于2017年的隆平巴
西公司致力于培育适应巴西多样化气
候和土壤条件的农作物种子，是巴西
玉米、大豆、高粱等农作物种子研发
的重要科技创新平台。华南农业大学
与巴西利亚大学、北大河州立大学等
多所巴西高校和研究机构签署合作协
议，涉及大豆育种、食品安全、可持
续农业等领域。

“中国正在加快农业现代化，融
合精准种植、先进灌溉系统和生物技
术应用等创新举措，提高农业生产效
率和可持续性，并通过国际合作为世
界其他地区人民的粮食安全作出贡
献。”林斯说，巴西和中国在农业方
面的合作互惠互利，将助力两国经济
增长、可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

今年2月，气候债券倡议组织发
布研究报告称，中国和巴西在全球农
产品生产领域持续保持领先地位，双
方在农业领域的相关技术和标准的对
接，有利于加深绿色金融和绿色农业
领域合作。该组织中国农业转型项目
负责人李少欣表示：“中国在利用气
候融资支持农业和加强生物多样性保
护方面位居世界前列。怀着共同目
标，中巴将携手迈向建设韧性农业和
可持续农业的新阶段。”

（本报里约热内卢电）

8月15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和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携手，组织拉萨市城关区拉鲁小学的学生开展生态科普研学活动，
帮助学生开拓科学视野，增强环保意识。图为拉鲁小学的学生在展示植物标本。 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摄

据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记
者日前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获悉，
我国将用 3至 5年时间推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逐步融入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全链条各环
节，促进中医药数据的共享、流通
和复用，初步实现中医药全行业、
全产业链、全流程数据有效贯通，
全力打造“数智中医药”。

新兴数字技术能够为中医药现
代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为充分发
挥数据要素乘数效应，释放中医药

数据价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国
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 《关于促进
数字中医药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
20个方面的具体举措。

在数字化辅助中医服务能力提
升方面，文件提出，“鼓励中医医疗机
构推动业务流程数字化转型，打造集
预防、治疗、康复、个人健康管理于一
体的数字中医药服务模式”，“鼓励研
发具有中医药特色的智能电子病历、
智能预诊随访等系统，提升中医药数
据智能化采集能力”。

本报电（记者刘发为）8月15日，
在福建省三明市举行的第二个全国
生态日主场活动现场，生态环境部
发布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改革
创新成果。

成果显示，截至目前，生态环
境部已推动建立了以“二三一”为
标 志 的 生 态 环 境 分 区 管 控 体 系 。

“二”是“两级方案”，指的是分
省、市两级制定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方案。截至2021年底，全国31个省
级行政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

及 333 个地级行政区全部发布了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三”是“三
类单元”，包括优先保护、重点管控
和一般管控三类单元；全国已经划
定 44604 个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基
本实现了全域覆盖。其中，优先保
护单元占国土面积的 54.4%，重点
管控单元占国土面积的 14.1%，一
般管控单元占国土面积的 31.5%。

“一”是“一张清单”，针对每个生
态环境管控单元，编制“一单元一
策略”的差别化准入清单。

“巴西和中国农业合作持续惠及两国人民”
本报记者 宋亦然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改革成果发布

中国将用3至5年打造“数智中医药”

本报哈尔滨8月15日电（记者
郭晓龙） 记者从黑龙江省交通运输
厅获悉，8 月 15 日，哈尔滨至漠河
至抚远两极串飞航线正式开通，我
国北极和东极之间首次实现直飞。

据悉，该航班由成都航空ARJ21
飞机执飞，每周二、四、六执行三班。
航班号EU2849/2850，预计去程时间
为 9 时 40 分从哈尔滨起飞，11 时 30
分到达漠河，12时10分从漠河起飞，
14 时 40 分到达抚远；回程时间为 15
时 20分从抚远起飞，17时 50分到达

漠河，18 时 30 分从漠河起飞，20 时
15分返回哈尔滨。

抚远市位于中国陆地最东端，
被誉为“华夏东极”和“东方第一
城”，漠河市位于中国最北端，是中
国纬度最高的城市，两地相距 1600
余公里，驾车需要近20小时；由于
没有火车直达，铁路出行需要到哈
尔滨中转，火车全程超过 36 小时。
该航线的开通将两地之间的交通时
间缩短至 2 个多小时，对促进“两
极”旅游具有重要意义。

又到“8·15”。
火辣辣的烈日投射到中华门城

墙上，热浪炙烤着大地，此时的南
京城犹如一个巨大的火炉。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79 周
年纪念日，走进这座满目抗战印记
的城市，心中热血滚烫。

87 年前发生在南京的那场抵
御外敌的悲壮战事，赋予了这座六
朝古都不屈不挠的性格。紫金山、
光华门、雨花台、赛虹
桥、下关……每一处地
名的背后，都有一段可
歌可泣的抗战历史——

1937 年 12 月 1 日，
侵华日军兵分三路，围
攻南京。此后 10 多天
里，保卫南京的中国守
军奋起抵御，决死拼
杀，血染山冈、城墙、街道、江
边……一个个效命沙场的英雄轰
然倒下，一段段热血忠勇的故事
流传至今。

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原副会
长、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朱成山
教授的办公室里，记者看到了记载
那段历史的一本本史料。在那场悲
壮且又充满血性的战事中，无数抗
日英烈血染沙场，寸土必争，用血
肉之躯坚守到了最后一刻。

紫金山，面对日军飞机、大
炮的狂轰滥炸和彻夜炮击，中国
守军虽伤亡过半，仍死战不退。
战况最激烈时，一位连长身绑几
枚手榴弹坚守阵地，日军冲上来

时，他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与
敌人同归于尽；

光华门，日军用野山炮轰塌城
墙。面对冲上城墙的日军，中国守
军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敌
人几次冲上来，又几次被压下去。

……
“这场战事向世界传递了一个

明确的信息——即便当时作为首都
的南京失陷，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

略的意志永远不会改变，行动永远
不会停止。中国不会亡！”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副研
究馆员王山峰告诉记者，南京陷落
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一
直活跃于南京周边，与敌人进行英
勇斗争。

在南京市江宁区的云台山下，
65 名新四军官兵的英魂静静长眠
于抗日烈士陵园中。

1939 年 2 月 25 日，新四军二
支队三团一营的官兵进驻云台山后
石塘村，遭到日伪军包围，包括营
长邱立生和教导员王荣春在内的数
十名官兵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战
后，当地百姓将烈士遗骸就地掩埋

在云台山上。新中国成立后，当地
政府修建烈士墓，将 65 具遗骸集
中安葬，并建立烈士纪念塔，将抗
日烈士名字镌刻于上。

“每一个烈士名字背后都有一
段英勇抗敌的感人故事。”云台山
抗日烈士陵园讲解员程侦满说，

“这些为了国家和民族抛头颅洒热
血的先烈，值得被后人永远铭记。”

青山处处埋忠骨。

1938 年，新四军组建先遣支
队挺进横山，建立抗日根据地。

1940 年 8 月 2 日，日伪军趁新
四军主力挥师北上、进军苏中之
际，对抗日根据地形成包围，部分
新四军战士在突围时遇难。2009
年，南京市江宁区政府设横山烈士
纪念碑，用以缅怀革命先烈。

如今，云台山抗日烈士陵园、
横山烈士纪念碑等都已成为南京市
红色教育的名片，每到清明节、抗
战胜利纪念日，前来参观凭吊的游
客络绎不绝。

行走在南京街头巷尾，不经意间
便可触摸一处处抗战印记。这座城
市从未忘记长眠于此的抗战英雄们。

紫金山北麓，南京抗日航空烈
士纪念馆，肃立于一片苍翠的树木
中。烈日当空，游客络绎不绝，他
们重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
苏、美等国飞行员在中国大地上联
合抗击侵华日军的血色记忆。张爱
萍将军题书的“抗日航空烈士纪念
碑”背后，矗立着 30 座呈弧形排
列的英烈碑，镌刻着 4296 名中外
抗日航空烈士的英名。每一个烈士

名字的背后，都是一首
气贯长虹的抗日壮歌。

巍巍紫金山，见证
了这座城市奋力抗战的
烽火硝烟；滔滔长江
水，诉说着这座城市不
畏强敌的英雄故事。

中华门城墙上的累
累弹痕，历经 87 年风

雨侵蚀，依然历历在目。城门下巨
大的拱券门洞里，几位老人正在悠
闲地健身。做讲解工作的杭春喜跟
老人们点头示意后说：“当年中国
军人浴血抗战，保卫家国，不就是
为了今天的人们能够享受和平安宁
的生活吗！”

曾经遭受日寇铁蹄践踏的南京
城，如今梧桐成荫，车水马龙，一
派祥和的氛围。

在“8·15”这个特别的日子，
走在这座沐浴着和平阳光的城市，
可以欣慰地告诉抗战先烈们：这盛
世，如您所愿！

（新华社南京8月15日电 记
者丁增义、郭中正）

“8·15”
触摸一座城市的抗战印记

哈 尔 滨 至 漠 河 至 抚 远 航 线 首 航

西
藏
：小
学
生
开
启
生
态
科
普
研
学
活
动

8 月 14 日，庆祝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成立 70 周年赛马会举
行，该县 8个乡镇 21个民族的骑手和周边省市的代表队，身着节日盛
装进行速度赛马、走马、赛骆驼等民族体育运动比赛。图为赛马场上
骑手们策马扬鞭。 王 将摄 （人民图片）

据新华社南京8月15日电（记
者董博婷、柯高阳） 中央精神文明
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
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15日在
江苏南通联合举办2024年全国“新
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
向社会推出50名 （组） 优秀少年儿
童的先进事迹。

发布仪式以“筑梦中国少年行”
为主题，通过生动鲜活的事迹短片、
真诚动人的故事讲述、形式多样的舞
台呈现，重点推介了7名（组）好少年
的事迹，并对其他 43 名（组）好少年
的事迹进行集中发布。这50名（组）

好少年是在各地广泛开展“新时代好
少年”学习宣传活动的基础上，由学
生自荐、互荐，老师、家长和社会推荐
产生的。他们品学兼优，朝气蓬勃，
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红色基
因、热爱科学、自强不息、乐于助人等
方面表现突出，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儿
童风采。

活动现场，航天员费俊龙、“时
代楷模”王仕花、奥运冠军邱健等
嘉宾与新时代好少年们面对面交流
互动，勉励他们树立远大理想，努
力成长成才，长大后做对国家、对
社会有用的人。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五部门联合发布

2024 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

贵南高铁去年开通后，沿线的贵州荔波游客量剧增。铁路部门加
大运力投放，荔波站日均开行列车达32列，满足群众出行需求，推动
了沿线旅游业发展。图为荔波小七孔景区游人如织。

苏 滨 龙建睿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