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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不仅修在山里，也建在了
“云端”

养在深山的土特产，如何链接城里的大
市场？数字化如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1 月 6 日，20 名非洲学员来到位于广东
省深圳市的腾讯滨海大厦，参加“非洲兴乡
青年腾讯探索日”活动。当天，有一场特殊
的对话活动——中国兴乡青年与非洲兴乡青
年的对话。

深圳市青年创新发展促进会会长杨紫锋
是当天对话交流环节的主持人，也是一名兴
乡青年。2023 年，杨紫锋参加了共青团深圳
市委员会与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联合
发起的深圳兴乡青年培育“青鹏计划”。从
此，这个在深圳土生土长的 90 后，与乡村结
下了很深的缘分。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
治州勐腊县象明乡的普洱茶核心产区，他建
了两个茶叶初制基地，还修通了连接茶园与
外界的 10 公里山路，覆盖 3 个自然村，让百
户当地茶农直接受益。

为什么要修路？说起雨林茶山，很多人
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蓝天白云、满目青翠、遍
山茶香。在现实中，道路不畅是杨紫锋在乡
村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他说，西双版纳属热
带季风气候，雨季的降雨量很大，在山里的
村道开车十分危险，遇到这种情况只能步行
出山，所以修路尤为重要。

路，不仅修在山里，也建在了“云端”。
在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为村发展

实验室的产品技术支持下，杨紫锋联合象明
乡蛮砖村上线“普洱茶云认养”小程序，用
户可以在上面选择喜欢的茶园认养茶树。与
普通的购买行为不同，认养人能随时随地查
看茶树生长情况，能赴产地实地考察，还能
将制好的茶叶作为礼物寄给朋友。小程序上
还展示了普洱茶制作工艺、茶农的故事，增
强用户与农产品间的情感连接。“云认养”的
方式，不仅帮茶农拓宽了销路、提高了收入，
也让普洱茶的故事被更多人看见。

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为村发展实
验室项目负责人陈晶晶介绍，2021 年，腾讯
与中国农业大学建立战略合作，共同探索培
养服务乡村的青年创新创业人才。过去 3 年
来，项目已培训近 200 名像杨紫锋这样的乡
村经营人才，带动中国 17 个省份近千名乡村
经营相关人才的培养。

“基于这些经验，我们希望进一步扩大培
训范围，支持全球更多乡村地区的发展。”陈
晶晶说，“非洲青年兴乡计划选拔优秀的非洲
青年参与，将其培养成为具有创新精神、市
场意识、产业发展能力的青年乡村创业者，
助力非洲乡村产业发展、减少贫困，推进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听完中国兴乡青年的分享后，坦桑尼亚
桑给巴尔贸易和工业发展部首席工业项目官
哈吉·亚希亚·哈提卜连连感慨乡村创新创
业空间巨大。他认为，年轻人可以借助最新
的技术、资讯、知识来武装自己，策划出适
合乡村转型需求的创业项目。在坦桑尼亚，
乡村发展的基础还很薄弱，非常需要利用先
进技术、知识获得跨越式发展。

对话活动中，中国兴乡青年还分享了他
们在运营国际商贸企业、发展电子商务等方
面的经验。中非青年就非洲旅游、农业发展
现状、咖啡种植等进行了深入交流。当天，
非洲学员还参观了腾讯展厅，了解了这一公
司的发展历程、业务发展及产品情况，增强
了对创新创业、组织管理、企业文化、互联
网数字化等方面的认知与理解。

乌干达布索加发展联盟总干事穆拉·安
东尼说：“没想到中国的科技企业如此深入中
国乡村，腾讯开发出一系列数字化工具，为
农户更好地打开市场、拓展销路，提供了极
为重要的抓手。”

村在林中，路在花中，人在景中

11 月 7 日晚，非洲学员刚刚抵达云南省
景洪市勐罕镇曼峦站村，热情的村民将他们
领进自家客房参观。

第一次见到由传统民居改造而成的民宿，
非洲学员们感到很新奇。“房间干净舒适，里
面的各种设施非常现代，几乎可以比拟星级
酒店！”乌干达布索加青年国务部长卡戈纳·
维罗尼卡·文娜表示，来之前她不知道中国
乡村民宿已发展到如此高的水准。当村民告
诉她，民宿是在傣族传统民居基础上改造而
成的，她更加赞叹不已，称赞“村民太有创
造力了”。

据介绍，曼峦站村的民居多为傣族传统
的干栏式建筑，近年来，当地充分利用闲置
宅基地及传统傣楼发展民宿、餐饮、休闲娱
乐等多元业态，乡村发展红红火火。对占地
面积较大的傣楼，进行嵌入式民宿改造，半
边自住半边开民宿，提高土地附加价值；对
占地面积较小的傣楼，则进行拼接式改造，
新建部分傣楼形成民宿并与原房屋进行拼接，
促进村民增收；如果自家民居的条件不宜改
造成民宿，则动员这部分村民因地制宜、结
合实际情况发展餐饮等辅助业态、自主运营。

11 月 8 日，虽然下着绵绵细雨，但非洲
学员们的学习热情丝毫不减。他们参观了曼
峦站村新改造的民宿、餐厅、会议室、游泳
池等新兴业态和设施。其中，用废旧水塔改
造成的咖啡店，给坦桑尼亚旅游运营公司的
穆萨·伊克努特·赛义德留下了深刻印象。

“建设这样一个咖啡厅成本不高，但客流量很
大，尤其符合现在年轻人的消费习惯，是一
项投资回报率很高的业态。”赛义德认为，自
己的家乡也许可以学习这一经验。

行走在曼峦站村，家家户户的院里种植
着柚子、菠萝蜜、芒果、木瓜等果树，枝头
挂满的果子与极具傣族特色的吊脚楼相得益
彰，别有一番风味。当地鼓励引导农户打造

“一户一景”的独特庭院景观，开发苗圃花
卉、非遗体验等业态，用“家门口”的产业
将居住环境转变为经营环境，把庭院景观变
为旅游资源，让人们感受到“村在林中，路
在花中，人在景中”。

非洲学员体验了村里的傣族武术、傣族
舞蹈、傣族射弩、傣族制陶等文旅融合项目。
在村民指导下，来自乌干达布索加发展联盟
的纳布里耶·萨拉成功制作一个陶艺花瓶。

“这样的体验活动挖掘了当地民族文化的价
值，好玩又有意义，对于城市年轻人和孩子
们来说很有吸引力。”萨拉说，回到乌干达以
后，她会向青年们宣传这样容易复制推广的
乡村创业项目。

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在群山环绕之中，一条小河从村口穿过。
11 月 9 日，非洲学员到达云南省西双版纳傣
族自治州勐腊县河边村。

走进这个雨林深处的瑶族山村，只见绿
植青翠、鲜花吐蕊，一幢幢风格统一的瑶家
建筑掩映其中。一路上，太阳能路灯、分类
垃圾箱整齐排列。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和优
美的生态环境，给非洲学员们留下了很好的
印象。

“以前河边村没有硬化路，全部都是泥巴
路。”河边村民小组党支部书记、组长邓林国
告诉大家，河边村曾经是一个深度贫困的偏
远村。2015 年，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和
他的团队第一次来到河边村，随后常驻这里，
在勐腊县发起成立公益机构“小云助贫中
心”，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开展了河边
村深度贫困综合治理实验，改变了河边村贫
穷落后的面貌。

李小云团队认为，河边村要可持续发展
就要有内生动力，需要新业态的支持。他们
带领村民因地制宜打造“瑶族妈妈的客房”
瑶族特色民宿品牌、培训村内经营管理人才，
培养“村内事务村民管”的自主意识。2015
年，河边村人均年收入仅 4000 元，大多数村
民还住在人畜混居的破旧木板房中。现如今，

“瑶族妈妈的客房”成了这里的标志性建筑，
游客不但可以欣赏原生态热带雨林风光，还

可以住进保留民族特色、现代
化设施齐全的瑶族民宿中。2023
年河边村户均年收入接近6万元，
村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非洲学员参观了瑶族木房改
造的嵌入式客房、河边会议室、
河边酒吧、河边餐厅、专家工作
站、河边幼儿园等场所设施，并
与邓林国以及青年乡村职业经理
人进行了深入交流。小瑶寨折射
大变迁，学员们认为，河边村这样
一个边境村寨的发展模式非常值得
学习，是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和资
源推动，与村民渴望发展、参与发
展的自下而上的动力相结合，才使一
个偏远乡村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坦桑尼亚绿色投资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斯蒂法诺·伊登·雷沃卡图斯
说：“漫步河边村，空气清新、满眼绿
色。在过去，这样的环境不会产生经
济价值，得益于政府和社会各方的支
持，良好的生态环境资源才得以市场
化，给村民带来了更高的收入。”

邓林国介绍，乡村发展好了，村民
的精气神也更足。河边村的女性现在更
自信了，她们的工作能够为家庭带来收
入，每年妇女节村里还会组织集体出游，
村民生活日益丰富多彩。

乌干达布索卡发展协会创意总监巴比
里耶·阿加莎表示，“瑶族妈妈的客房”给
了她很大启发。这说明在乡村，女性劳动力
的加入，可以产生良好的市场价值，帮助家
庭增收，也有助于提升妇女地位。

乌干达布索加发展联盟政策与规划副主
任卡耶姆巴·约拿·弗雷德说，从云南这些
村庄的走访中，他感受到了一种团结精神，

“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村民团结一致，发展丰
富多样的经济活动，合力将家乡建设得更好，
这点非常珍贵。”

农业科技创新推动农业转型

一幢幢现代化农业科创大楼、一片片智
能化的绿色有机大棚……11 月 13 日，非洲学
员来到位于北京市平谷区的农业中关村交流
考察。

在北京这样的现代化大都市，还有“种
地”的地方？此行之前，不少非洲学员有着

这样的困惑，而来到位于北京东北角的平谷
区，他们才了解到，这里正掀起一场农业科
技创新的浪潮。

智慧种植在眼前上演。在温室大棚里，
非洲学员见到，有几个大罐子连接在“温室
水肥智慧调控系统”的大型机器上，机器操
作台上插满管道和带有刻度的器皿，各种肥
料与水在这里经过精细的比对掺混后，能直
接满足大棚的水肥需求。

院士、博士当起“农场主”。在看似非常
普通的温室大棚里，工作人员很多是来自中
国农业大学的博士。据介绍，平谷吸引了一
批创新主体，已开建 117 个博士农场，13 位
院士和 411 位博士当“农场主”，新设现代农
业企业 34家。

近年来，平谷持续推进农业中关村建设，
打造具有全国引领力和全球影响力的农业科
技创新中心。一些非洲学员在京瓦农业科技
中心的农业中关村规划沙盘前久久伫立，深
深地被这片土地的规划蓝图所震撼。

坦桑尼亚农业绿色及综合贸易有限公司
常务董事姆瓦卡梅萨·法迪利·阿尔伯特说：

“在农业科技创新中心，我们不仅看到了当地
政府和科研院所的工作人员，还看到了很多
国际知名的农业创新企业，他们在这里平等
合作，共同寻找产业需求，研究解决方案，
构建一个创新的农业生态系统。”

乌干达农业和水资源部社区发展主任卡
耶姆巴·帕特里克表示，智能化设备、大数
据分析、无人机植保……这些最新的智慧种
植方式目前在乌干达还很少应用，他回国后
想推动更多乌干达的企业和高校到中国交流
学习。

坦桑尼亚“最后一棵苹果树”公司运营
经理沙阿利·马卡梅·楚姆说，中国的农业
技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这些技术在乡村社
区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也得到了当地农民
的认可，尤其是农业项目的科学化管理能力
和专业化水平很高，这些先进经验为坦桑尼
亚的农业转型提供了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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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青年兴乡计划”首期学员来华实训——

把中国乡村发展经验带回非洲
本报记者  叶  子

在广东的科技公司，了解数字化如何为乡村发
展赋能；在云南的边陲乡村，感受乡村全面振兴的
美丽图景；在北京的农业中关村，考察农业科技的最
新成果……11月5日至14日，由中国农业大学与腾
讯公司发起的“中国农大—腾讯为村非洲青年兴乡计
划”（以下简称“非洲青年兴乡计划”）首期学员来华实
训，来自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两国的20位涉农官员、农
文旅企业家、民间组织负责人等，赴广东、云南、北京等
地参观交流，了解中国农村和农业发展的生动实践。

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杜太生介绍，中国农业大学

和腾讯共同探索培养乡村经营性人才已有多年，此次
“非洲青年兴乡计划”是“中国农大—腾讯为村乡村
CEO计划”的国际升级版本，希望将中国乡村发展和
减贫的经验带给非洲，支持非洲青年启动自己的乡村
创业计划，帮助他们成为乡村转型的重要力量。

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主任迪玛·哈提卜女士表
示，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一直支持发展中国家间

的知识、技能分享及创新性合作，中国乡村发展的实
践，为世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非洲青年兴乡计划”
基于中国在农文旅融合、数字农业、电子商务等方面
的经验，支持非洲青年创业者更好地利用农村社区资
源，来推动非洲的农业和农村实现现代化转型及可持
续发展，是一种创新型南南合作模式。

▼非洲学员在中国农业大学同各
自的中国导师见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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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学员向腾讯公司赠送纪非洲学员向腾讯公司赠送纪
念品念品。。

▼▼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
族自治州河边村族自治州河边村，，非洲学员非洲学员
参观参观““瑶族妈妈的客房瑶族妈妈的客房”。”。

▲▲在云南省景洪市曼峦站在云南省景洪市曼峦站
村村，，非洲学员体验傣族制陶非洲学员体验傣族制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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