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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深一度·会客厅

成果秀

本报讯（记者 王瑞）9月 22日，“一带一路”粮
食安全及农业合作圆桌会议在银川举行。作为第六
届中阿博览会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合作大会的重要
活动之一，与会人员围绕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
强粮食市场和流通能力建设、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
系、推进农业国际交流合作四个专题开展交流讨论。

圆桌会议达成 5项共识，包括加强与阿拉伯国
家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农业政策对话交流，建立
多双边农业交流合作机制，加大农业科技领域交流，
加强多双边农产品贸易合作，促进中国与阿拉伯国
家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农业企业间合作等方面。
与会人员一致认为，要鼓励引导企业探索合作模式
及路径，推动企业“走出去”，开发产品，开拓市场，实

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推动宁夏农业对外开放合
作再上新台阶。

“要实施‘藏粮于地’战略，综合施策，提高粮食综
合生产能力，千方百计提高耕地质量，既要开展盐碱地
综合治理，也要培育适应盐碱地种植的品种。”中国种
子协会副会长马淑萍提出，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完善
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健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的政策保障体系。

印度丝绸之路贸易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曼
苏尔·纳迪姆·拉里分析介绍了小米的种植与发展前
景。“小米适应环境的能力强、种植起来也比较简单，
我相信无论从粮食安全还是农业发展前景来讲，小
米都很有潜力。”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 8年稳定在 1.3万亿斤以上，
2022年粮食总产量 13731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达
486.1 公斤，高于国际公认的 400 公斤的粮食安全
线。党的十八大以来，宁夏粮食生产实现“十九连
丰”，总产量稳定在 370万吨左右，人均粮食占有量
511公斤，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5.6个百分点，为应变
局、开新局发挥了“压舱石”作用。

“宁夏将进一步压实粮食安全生产责任，确保
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1000万亩以上，总产量保持在
370万吨左右。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快培育
推广新品种，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 96.5%。”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同时还要加大
粮食政策补贴力度，充分调动农民务农种粮积极性。

“一带一路”粮食安全及农业合作圆桌会议达成五项共识

本报讯（记者 王瑞）9月 22日，国内外企业在
第六届中阿博览会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合作大会上
签约农业投资、贸易及合作项目34个，金额达34.32亿
元。其中国际合作类项目 8个，国内区域投资贸易
及合作项目 26个，包括现代农机技术培训合作、种
养业优新品种引进等国际合作项目，将进一步深化
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农业领域交流合作，有助
于进一步提升农业科技研发、示范基地建设、农产品
加工销售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和
影响力，让更多特色优质农产品走向国际市场。

记者从宁夏农业农村厅获悉，此前，中阿博览会
已举办了 5届农业板块活动，开展了一系列经贸洽

谈、投资推介等活动，签署合作协议近 100项，推动
越来越多的“国字号”优质农产品挺进国际市场。

近年来借助中阿博览会平台，宁夏农业“走出
去”的步伐进一步加快。聚焦“六特”产业，先后组
织 100 多家农业企业参加各类境内外农产品国际
展会，依托特色优势产业，高标准建设了 7 个国家
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基地。一批国内农业技
术成果也成功向外输出并转化应用，宁夏相继在
约旦、巴基斯坦等 8 个国家建立了农业技术转移海
外分中心，其中，约旦海外分中心将宁夏种子“撒”
向世界，产品远销中亚、中东及非洲等 27个国家和
地区。

农业“引进来”领域也得到进一步拓宽，宁夏坚
持高质量“引技术、引人才、引农机、引品种”，一批国
外瓜菜、奶牛、肉牛等产业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项
目向国内输入并落地生根，多家花卉栽培、肉牛养
殖、酿酒葡萄、节水设备等领域的国外知名企业落户
宁夏，加速推动宁夏资源和产业优势与国外先进技
术创新、理念融合转化，推动“六特”产业向高端化、
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此外，宁夏围绕蔬菜、
畜牧、农机等领域，先后选派 20多名农业专家赴津
巴布韦、柬埔寨等国家开展技术指导，为共建“一带
一路”国家在脱贫致富、土壤荒漠化治理、畜牧养殖
业发展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合作大会签约金额逾34亿元

一员“老将”，一个“新兵”，一个中国人，一个土耳其人。
9月 22日，裴卓强和穆文德两人携手参加第六届中阿博览会
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合作大会。

“我参加了 5届中阿博览会。”身兼中阿农业技术转移中
心约旦分中心负责人和宁夏泰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
的裴卓强一脸骄傲。

公司专业从事蔬菜新品种研发、繁育、经营以及进出口
等业务。“公司主要做中东业务，中阿博览会是一个国际大舞
台，通过这个舞台，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了解中国、了解宁
夏、了解宁夏的企业，更给我们企业提供了‘走出去’的机
会。”裴卓强说。

从 2013年至 2023年，宁夏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用
好中阿博览会，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坚定不移推进更高水
平对外开放。裴卓强深有体会地说，公司的中东业务逐年增
长，希望中阿博览会越办越好。

与“老将”裴卓强相比，第二次参加中阿博览会的土耳其
青年穆文德则是一个“新兵”。

从北京到广州再到海南，在中国待了 10多年的穆文德研
究生毕业后选择留在宁夏工作，成为宁夏泰金种业股份有限
公司的员工，负责产品的国外市场销售。

“我去过中国很多地方，城市都很美，人民都很热情，我
很喜欢中国。”穆文德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现居平罗县一个
村庄。他说：“在村里生活 6年多，村里人都对我很好！”其中
就有老大哥——裴卓强。“我十分尊敬裴大哥，除了工作关
系，我们还是好朋友，他时常关心我在宁夏的生活情况。”而
裴卓强则笑着说：“中阿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因为我们
是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

“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
本报记者 乔素华 见习记者 马赛尔

花 絮

裴卓强（右）和穆文德一起参加第六届中阿博览会。
本报记者 王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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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经贸合作源远流长、日益密
切，中阿在粮食安全合作方面有哪些进展？未来合
作前景如何？

钟钰表示，在粮食领域，中国向阿拉伯国家提供
了粮食援助，同时，中阿之间稳定开展中阿合作论坛
和中阿博览会，建立了中阿农业技术转移中心，在粮
食安全方面进行了技术合作。

2018年，中阿现代农业节水技术国际研修班在宁
夏银川市开班，就干旱半干旱区智能节水灌溉、节水灌
溉技术种植模式、水肥一体化技术等议题进行交流。
中国还与阿尔及利亚开展了土壤改良项目、与埃及开
展了温室大棚项目、给毛里塔尼亚带去杂交水稻种子、
帮助阿尔及利亚和埃及等国建设粮食仓储设施。

小麦是阿拉伯国家第一大粮食作物，对阿拉伯
国家的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探索出以全程

机械化作业、病虫害统防统治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
为核心，集成一套高质高效、资源节约、生态环保的
技术模式，利用综合种养一体化模式，实现粮畜互
补、要素循环，增加种粮综合效益。未来，阿拉伯国
家可学习借鉴中国的经验做法，进一步引入推广中
国的小麦种植模式，提高阿拉伯国家小麦产量。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粮食安
全问题依然面临极端天气频发、资源约束趋紧、地
缘政治冲突等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与会的专家
建议，加强对话协商，制定农业合作行动方案，深化
科技交流，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强化能力建设，
增强农业发展动能。推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开展

农业发展政策和战略规划交流对接，发挥好各类合
作机制和平台作用，确定在农业合作上的重点内容
和行动计划。阿拉伯国家与中国很多省份在自然资
源和农业生产条件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中国愿继
续与阿拉伯国家分享在旱作农业、节水灌溉、土壤保
护和综合利用等领域积累的发展经验和适用技术，
助力阿拉伯国家农业发展和粮食生产。利用现有资
源，通过举办境内外培训班、研讨会、建设农业合作
园区、农业技术转移中心等，密切农业各层级、各领
域的管理和技术人员交往，尤其是加强青年科研人
员、农业技术能手等的交流和能力培养，为农业发
展不断注入新鲜血液。

新进展 加强农业发展技术合作

金秋沃野筑粮仓
——第六届中阿博览会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合作大会聚焦粮食安全

本报记者 乔素华 见习记者 马赛尔

粮食安全备受世界关注，9月 22日，第六届中阿博览会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合作大会从国际、
国内、国际组织、高校等多个维度再一次凸现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的意义。

“近期全球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我们注意
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全球粮食系统已崩
溃’，您认为当前全球粮食安全面临哪些挑战？”农
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副主任宋聚国的第一个
问题，直接抛给了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中国办公
室南南合作主管贾焰。

贾焰沉思片刻后从国际维度回答。她说，造成
全球粮食危机的原因涉及多个方面，气候变化、地区

冲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都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
极大影响。在当前全球粮食危机加剧的情况下，作
为联合国粮农机构的一个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认
为需要建立推动落实共同发展议程的驱动力。各个
国家、各个机构和组织都应该采取实际行动，本着共

商、共建、共享的心态和共同发展的理念，携手应对
全球粮食危机。

宋聚国听后表示，目前国际粮食安全确实面临
很大风险，但是只要各个国家团结合作、携手应对，
就会逐渐解决这些问题。

新挑战 携手应对全球粮食危机

当前中国粮食安全形势如何？中国为保障全球
粮食安全作出了哪些重要贡献？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产业经
济研究室主任钟钰表示，我国粮食安全形势总体向
好，2022年，我国粮食产量达 1.37万亿斤，实现了创
纪录的“十九连丰”，这在我国历史上和世界范围内都
是罕见的，为破解粮食稳定发展难题提供了重要借
鉴。中国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就是对全球粮食安
全的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中国还通过广泛开展对外
援助、积极参与全球粮农治理来助力全球粮食安全。

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会长蓝军从资源维度分享
对全球粮食安全的看法。他认为，打铁还需自身硬，
粮食安全需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有关部门要重视
高标准农田改造过程当中一些资金投入不足的问
题。同时，还要加大农业农村水利建设，通过提高水

资源利用率以及抗旱力，来确保粮食生产水平能够
持续在一个高水平运行状态。

从科技维度，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卫表示，要不断
提高粮食生产科技水平。2022年，我国农业科技进
步贡献率达到 62.4%，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
大差距。一方面，高新技术的运用可以提升农业生
产效率和抗灾能力，比如，生物技术可以提高作物
产量、改善品质、提升抗灾性，有助于保障粮食供应
稳定性。现代化的粮食储藏技术可以有效延长粮
食储藏时间，减少粮食浪费和损失，保障粮食数量
安全。另一方面，粮食生产科技水平的提高有助于
应对各种挑战。比如，利用遥感卫星、气象、地理信

息系统（GIS）等技术进行精准气象预测和土壤养分
管理，可有效缓解极端天气频发背景下的粮食供应
压力。生物技术可以用于防控病虫害，提高作物的
产量和品质。

周卫认为，国际环境对于粮食安全韧性及风险
管控能力的影响不可忽视。因此，建议要加强国际
合作、加深交流，共同推动构建全球粮食安全命运共
同体。要积极参与涉粮国际组织的倡议和活动，要
立足国际视野，为其他国家落实粮食安全保障任务
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提升对国际粮食市场和价
格的影响力。要推动构建稳定良好的国际粮食市场
新秩序。

新形势 提高粮食生产科技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