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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风阵阵、椰林飘香，风光旖旎的马尔代夫一向是人们向
往的度假胜地。不过，这里的椰树曾遭受椰心叶甲入侵，大片
椰林面临死亡威胁。联合国粮农组织伸出援手，派出农业专家
前往指导灭虫，但收效甚微。

马尔代夫相关部门正在一筹莫展时，了解到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曾在海南成功狙击过椰心叶甲入侵，便向中国政府求援
并得到热情回应，双方签署了椰心叶甲防控技术协议。根据协
议，从2014年开始，中国派出专家小组赴马尔代夫实地考察研
究，制定实施生物防控方案，与马尔代夫当地农业科技人员一
起建立繁育椰心叶甲天敌的工厂，成立防控该类害虫的联合实
验室。在中国专家和技术的支持下，防控取得显著成效，挽救
了马尔代夫人引以为傲的椰林风光。

受益于中方病虫害防控技术的还有被誉为“阿拉伯民族之
树”的椰枣。一种被称作红棕象甲的害虫堪称椰枣的“癌
症”，近年来，这类害虫在中东地区大面积爆发，对当地椰枣
产业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2015年4、5月间，中方专家
应邀赴阿联酋迪拜，进行针对性调研，提出了具体防治方案，
取得了良好效果。不仅如此，中阿有关方面以此次红棕象甲防
控合作为契机，于2015年9月签署协议，共同建设中阿椰枣研
究中心，为阿方防治红棕象甲、发展椰枣产业提供强有力的技
术支撑。该中心将以阿联酋为窗口，逐步向中东地区20多个阿
拉伯国家和地区转移椰枣技术。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万方浩指出，参与
建设“一带一路”的国家是中国农业科技合作的主要伙伴，也
是农产品贸易的主要对象国。在病虫害防控和植物保护领域，
中国与这些国家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共防共控、联防联治是
取得实效必然的选择，“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为国际病虫害防
控和植物保护合作带来新的契机。他认为，应该通过共建各类
国际植保联合实验室、技术转移中心和人才培训中心，发展形
成“一带一路”全领域绿色植保技术和体系，守护共同的粮食
安全和生态安全。

对此，2017年 5月发布的 《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农
业合作的愿景与行动》进行了系统部署，要求强化农业科技交
流合作，突出科技合作的先导地位，多渠道加强沿线国家间知
识分享、技术转移、信息沟通和人员交流。结合各国需求并综
合考虑国际农业科技合作总体布局，在“一带一路”沿线共建
国际联合实验室，开展动植物疫病疫情防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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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全球化看作是连续、持续不断的长期历史
过程，那么横跨东西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
绸之路”无疑是加速全球化进程的重要纽带。在农业
社会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沿着“丝绸之路”，东西方不
仅实现了茶叶、丝绸等商品货物的贸易，而且上演了
农作物品种的交流。正是沿着陆上“丝路”，西域的蚕
豆、石榴等种植到中原地区；正是沿着海上“丝路”，
原产美洲的玉米、番薯、马铃薯广泛种植到中国各

地。在此过程中，中国先进的农耕文明也为“丝路”
沿线地区民众所借鉴。这些农业交流成为了东西方友
好交往的历史佳话。

5年前，秉承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
赢的“丝路精神”，中国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倡议并得
到沿线各国热烈响应。5年来，沿线国家大力推进“一带
一路”农业特别是农业科技领域交流与合作，在现代种
业、先进农机具和病虫害防治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种业科技水平是一国农业科技能力
重要标志。据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余欣荣在今年5月举行的发布会
上介绍，经过多年研发，中国在水稻、小麦、大豆、油菜等大
宗作物方面，已实现了品种全部自主选育，形成了一批广受好
评的明星品种。在蔬菜生产上，自主选育品种的市场份额达到
近九成。农作物供种保障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对农业增产的贡
献率达到45%。这为中国种业参与“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奠定了
坚实基础。

今年春末夏初，一则关于“中东沙漠现稻田，‘海水稻’造
福中东”的新闻刷爆朋友圈。在阿联酋迪拜郊外浩瀚沙漠中，
一大片绿油油的水稻长势喜人，这是中东这块土地上空前的景
观，让人啧啧称奇。而创造这奇迹的耐盐碱、耐旱的“海水
稻”就来自中国。“一朝成名天下知。”然而，“海水稻”的盛名
是中国科学家陈日胜、袁隆平等用智慧和汗水浇灌出来的。如
果从陈日胜 1986年投身该水稻研发算起，中国科学家已经为此
花费了 32年心血。据报道，中国“海水稻”不仅受到中东地区
的欢迎，而且赢得了越南、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其他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国家的青睐，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将很快品尝到

“海水稻”的味道。
与“海水稻”相比，中国杂交水稻和绿色超级稻是“一带

一路”上的传统“明星”品牌。现代种业发展基金专职董事吕
小明表示，中国杂交稻研究起步早、经验足、种质资源丰富、
人才优势明显，杂交稻也因此成为种业科技的闪亮“名片”。据
相关统计数据，全国已有 20多家种子企业在东南亚等“一带一
路”国家和地区设立 30多家公司从事水稻种子生产经营。据中
国农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薛亮介绍，中国农业科技机构通过杂
交育种、分子标记等新技术，为亚非国家培育了近 70个优质高
产、适应性强的绿色超级稻新品种。绿色超级稻在亚非国家的

推广总面积达到210万公顷，其中非洲45万公顷，东南亚170万
公顷，普遍比当地品种增产20%到30%。为保障当地粮食安全作
出了重大贡献。

在棉花等经济作物和蔬果新品种方面，中国科学家研发的
“中棉”系列棉花品种和“京香”系列草莓品种分别被大规模引
入到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地区和意大利、西班
牙、俄罗斯等国。

苔麸也被称作埃塞俄比亚画眉草，是一种生
长在东非的谷物，是埃塞俄比亚人和厄立特里亚
人最喜爱的食物“英吉拉”的原材料。由于这种
谷物个头儿比芝麻还小，其播种、收割、清选自
古以来都是靠手工完成。埃塞俄比亚人一直试图
从国际市场上购买苔麸农业机械设备，但没能如
愿，因为国际上没有专门为此开发的产品。

2015年，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科技
部联合盖茨基金会共同出资，由中国农机院负责
苔麸机械化设备研制。历时近3年攻关，2017年
底，苔麸机械化设备研制成功并经过测试。这是
埃塞俄比亚农业发展历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事
件，意味着该国 300多万亩苔麸有望迈向机械化
时代。对于中国农机科技来说，这是建设“一带
一路”过程中，瞄准和适应国际农业科技需求，
主动进行设计开发制造的一次成功案例。可以期
待的是，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研制的苔麸系列机
械将在东非高原上大显身手，成为中国农业科技

在当地最鲜明的标志之一。
农机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支撑，加快推进

农机装备产业发展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
产出率的客观要求。近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国农机技术和农机产业发展迈上新台
阶，在传统农机发展基础上，以“互联网＋农
机”为依托，打造智能农机。智能农机成为中国
农机参与“一带一路”农业科技合作与交流的新
兴方式。

在今年 8月底在泰国曼谷举行的汉诺威农机
展亚洲版上，“中国军团”再次成为展会焦点，
参展的除传统农机佼佼者江苏沃得集团、苏州
久富农业机械有限公司、湖州星光农机股份有
限公司等之外，还有深圳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
司、广州极飞科技有限公司等致力于新型植保
机械研发的农机企业，它们瞄准“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农业需求，纷纷推出令人耳目一新
的农机产品。

③农机出海 耕耘沃野

①撒播良种 收获友谊①撒播良种 收获友谊

②防控病虫 守护家园

科学知识：

从“象牙塔”到“百姓家”
本报记者 刘 峣

据新华社电（记者赵琬微） 在展示新技术促进课堂教学的
一节示范课上，北京市第十二中学教师李婷婷利用互联网“高
中发展指导平台”讲授生涯规划课程，帮学生分析能力优势。

9 月 18 日，来自北京、天津、大连、南京、武汉的 20 余
所中学代表在京举办教育研讨会，围绕信息技术如何帮助学生
适应新高考交流经验。

——“在线测评”可以促进个性化学习。“新高考让学生
可以自主选科，扩大了考生的选择权。”北京市第十二中学本
部校区执行校长王自勇说，改革促进了学校教学方式发生深刻
变化，让教育真正以学生为中心。

——“智能考勤系统”已经纳入校园管理。新高考改革之
后，“走班选课”成为教学常态。“每个学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
意愿选择课表，400个学生有400个课表。”一位校长说，这彻
底改变了课堂组织方式，给学校管理带来了新挑战。

为此，一些学校引入了智能班牌，学生上课时可以通过智
能手环、一卡通、电子学生证进行考勤，利用人脸识别、语音
识别以及无感知识别等技术，还可以实现“无感知考勤”，方
便教师进行考勤管理。

——大数据教学帮助教师提高授课效率。利用信息化技
术，可以实现在线判作业、阅卷，并用柱状图的方式显示不同
学生对不同知识点的掌握情况，让教师一目了然。

在互联网技术的辅助下，学校的“教、学、考、评、育、
管”各个环节都采取全新模式。信息化技术让教学过程实现可
视化，提高了师生互动与授课效率，让教师组织课堂的能力进
一步提升。

“智慧学习”走进中学课堂“智慧学习”走进中学课堂

9 月 15 日，在安徽省合肥市举行的科普体验活动上，志
愿者与孩子一起制作科普模型。 新华社发

2017年12月13日，中国农机院院长王博把象征着18台机械设备以及该院与埃塞农业部合作的
启动钥匙递交给埃塞农业部部长艾亚苏。 新华社记者 王守宝摄

今年7月，在阿联酋迪拜郊区种植的“海水稻”进入收割季。
来自网络

非洲农民在中国农业技术专家指导下种植的蔬菜喜获丰收。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供图

近日，首届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举行，科普与科
学素质的话题再度引发热议。近年来，我国科普力度不断加
大，公众科学素养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中国公民具备科学
素质的比例从2005年的不到2％提高到今年的8.47％。中国科
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徐延豪表示，这对于13亿多人口的国
家来说是巨大的进步。

加强科普、提高公众科学素养离不开“人”的参与。在
攀登科学高峰的同时，同样需要让科普知识“平易近人”地
深入民众，在更多人心中播下科学的种子。

“老师，我最喜欢上你的科学课。”几天前的教师节，在
浙江衢州某小学工作的周秀老师收到了一份有意义的礼物。
刚开始执教科学课就得到了孩子的鼓励，让她格外感动。周
秀说，为了孩子的这句话，一定要把科学课上得更生动。

从娃娃抓起，是提升公众科学素质的重点。从去年开
始，科学课成为我国小学阶段的必修课。玩中学、学中玩，
科学课的开设为孩子打开了一扇探索未知的窗口。

科学素质教育也贯穿在教育的各个阶段和层次。2012
年，教育部与中国科协开展科普硕士试点，在清华大学、浙
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师范大
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培养高层次科普人才。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科技教育专业硕士学位点主任
李艳是该项目的参与者。在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期

间，她与兄弟院校的同事汇聚一堂，交流如何进行高层次科
普专门人才培养。她认为，中国科普人才的增加，促进了全
民科学素质的提高。“浙江大学的科普人才培养分布在3个学
院，涉及科普产品设计、文物与博物馆、科普教育等多个方
向。”李艳说，几年下来，全国各高校已经有500多名“科普
硕士”顺利毕业，从科技场馆、中小学老师到科普创业，在
科普领域发光发热。

2017 年从浙江大学毕业后，杨嘉檬成为一名科普志愿
者。在浙江省科技协会的“公众开放实验室”，她同团队的小
伙伴一起动手动脑，设计和举办了不少公众科普活动。

“前段时间我们自主研发了一款无人机套件，公众可以自
己动手搭建、测试。”杨嘉檬说，每个星期，不同专业背景的
团队成员都会聚在一起，为前来体验科学魅力的民众提供服
务和帮助。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医生吴舟桥，最近和他的“青光眼乐队”
发行了一张新专辑。《甲亢》《精神分裂》《全身麻醉》……这个由

“85后”医学博士组成的乐队，把疾病症状和如何面对病痛写进
了歌词，希望把医学科普唱给更多的人听。

“我们的歌曲是一种文化科普。通过情感上的沟通，让更
多人了解医学知识。”吴舟桥说。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媒介和平台成为科普的
手段，助推科学知识走进寻常百姓家。

在果壳网、科学松鼠会等科普网站以及微博等社交媒体
上，集聚了一大批科普作者。他们通过有趣的文字和视频，
向公众传递科学知识，针对迷信、伪科学及时发声、辟谣。

吴舟桥也是诸多的科普作者之一。几年前，他写过一篇
“红脸基因”的文章，引发了大众对喝酒脸红的关注和讨论。

吴舟桥认为，提高科学素养的目的是培养接受和看待科学
问题的思路。“过去，大家觉得科学知识是“象牙塔”里的。但现
在从科学研究到大众科普的渠道打通了，公众对科普的关注越
来越多，科学素养也随之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