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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愿实施‘中国助力非洲农业现代
化计划’。中方将帮助非洲拓展粮食作物种
植，鼓励中国企业加大对非农业投资，加
强种业等农业科技合作，助力非洲农业转
型升级。”8月24日，南非约翰内斯堡，习
近平主席在中非领导人对话会上发表主旨
讲话，明确提出中非农业领域务实合作的
举措。

提升非洲农业产业链和产品附加值、
加大中非农业技术合作、加强中非农业科
技创新合作、提高中非农产品贸易便利
化、保障非洲粮食安全、加强国际合作
……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
路”和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十周年。农
业是中非经济合作的重要领域。纵览 《中
国助力非洲农业现代化计划》 不难窥见，

“合作”是这份计划的主基调。
尽管只有 1700 余字，但这份计划却传

递出强烈信号，即中非双方未来合作前景
广阔，这也为杨凌深耕中非农业领域合作
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作为现代农
业“国家队”，其实，杨凌与非洲国家在农
业领域的合作由来已久。

从中非现代农业技术交流示范和培训
联合中心落户杨凌，到“中非农业交流合
作实践与展望研讨会”在杨凌成功举办，
从中非共和国农业技术合作研修班在杨凌
开班到开展百余期援外培训助力提升非洲
农业现代化水平……一幅杨凌与非洲人民
相知相亲、携手前行的动人画卷徐徐铺展。

近年来，杨凌示范区与非洲国家在现
代农业领域深化交流、加强合作，分享彼
此发展经验和先进技术，共同推动现代农
业建设、农产品贸易和农业产能合作，携

手深耕农业合作“示范田”，不断释放可持
续发展潜力，使中非农业交流合作取得了
新的更大成效，更好地造福了中非人民。

海江波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非洲研究
中心主任，在他的办公室里，珍藏着一顶
特别的草帽，上面签满了外文名字。海江
波说，希望在退休前跑遍整个非洲，让每
个非洲国家都有朋友给这顶草帽签上名。
他离自己的梦想并不遥远。截至 2019 年，
这位 55 岁的教授共赴非洲 26 次，在 12 个
国家的试验田和实验室里留下了足迹。

过去的十几年间，海江波和他的同仁
们在农学、园艺、水建、食品、机电、林
学、经济管理等领域传授中国已经实践并
取得的丰富经验，帮助解决了很多非洲国

家面临的粮食问题。他说：“我们期望在非
洲那边把我们的这些技术，把我们的经验
和非洲人来分享。这样我想可能对我们今
后整个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都是有帮
助的。”

不仅是海江波，2014 年至今，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先后派出69名专家教授前往非
洲多国开展各项科技合作，建立了友好合
作关系，他们已然成为中非农业合作的见
证者和参与者。

时针回拨到两年前。2021 年 12 月 15
日，中非现代农业技术交流示范和培训联
合中心落户杨凌，该中心为中非现代农业
技术交流示范和培训搭建了新平台，提供
新动能，开启了中非农业合作新篇章。

时隔不到一年，2022年10月18日，中
非旱作节水农业技术交流示范和培训联合
中心 （斗口） 揭牌成立，该中心高质量实
施援非培训、农业技术示范推广等项目，
在非洲国家建立互助减贫示范村，助力构
建中非农业交流培训体系，为提升我国对
非农业合作水平贡献新的力量。

这一务实举措令中非共和国留学生
Makounzi 欢喜不已，他表示，把中国脱贫
模式和乡村治理应用到非洲国家发展中十
分有效，非洲国家农村发展需要中国经
验，期望有更多的减贫示范村在非洲国家
能够发挥作用。

非洲谚语说，河有源泉水才深；中国
古语云，为有源头活水来。近几年，杨凌
示范区与非洲农业领域的合作更是多点开
花、硕果累累。尤其是在第 29 届农高会
上，中非现代农业技术交流示范和培训联
合中心 （陕西） 的正式揭牌，赋予杨凌示
范区深化中非农业合作、助力非洲应对粮
食安全、推进减贫事业的重要使命。

据统计，2005 年以来，杨凌面向非洲
国家共举办水土保持、节水灌溉、基础设
施建设等主题援外培训百余期，40 多个非
洲国家的1900 多名学员在杨凌参加培训学
习；1200多名非洲留学生毕业归国。

过往合作硕果累累，未来蓝图令人
期待。

下一步，杨凌示范区以上合组织农业
基地为依托，进一步发挥对非农业培训交
流的整体协同效应，通过高质量实施短期
培训、农业技术示范推广等项目，助力构
建中非农业交流培训体系，为提升我国对
非农业合作水平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杨 凌 ：勇 当 中 非 农 业 合 作 排 头 兵
记者 翁瑞

8月20日，在杨凌种业国际大厦
门口，两棵树龄百年以上的国槐生长
得郁郁葱葱，它们历经沧桑而愈发茁
壮，见证着杨凌现代农业日新月异的
发展变化。

“为了留住这两棵树，大厦施工
时，我们工作人员几乎天天往工地上
跑。”杨陵区林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史
惠玲说，他们对全区的古树名木进行
摸排，密切关注生长情况，通过与相
关施工单位的沟通，在大厦建设过程
中使其完整保留下来。

古树名木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
源，是大自然和前人留下的珍贵遗
产，具有重要的人文、历史价值。杨
凌对辖区的古树名木进行调查核实，
因地制宜制定复壮等切实可行的保护
措施，做好古树名木保护工作。

据统计，杨凌示范区现有古树名
木共 60 株，零星分布于全区城市和
乡村。其中特级古树1株，一级古树
3 株，二级古树 9 株，三级古树 47
株，主要树种有国槐树、皂荚树等。
通过摸底调查，全区还有古树后备资
源近20株，正按程序进行申报保护。

杨陵区毕公村历史悠久，是东汉
伏波将军马援的故乡。该村一户村民
的后院，有一棵 500 年树龄的皂荚
树，高 22 米，树冠面积约一亩一分
地，为这个古村增加了厚重感，也引
得游客前来参观。

“起初这棵树的树根裸露，部分
树干腐朽空心。后来，政府工作人员
对古树实施保护，搭建了保护台，树
叶也慢慢由黄转绿。按照专家的指
导，我按时为它浇水施肥，有异常情
况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毕公村村民
马宽劳说。

走近这棵皂荚树，树下散落着许
多成熟的皂荚，这是它旺盛生命力的
体现。“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刚开
始这棵古树皂荚很少，经过保护复
壮，如今果实繁茂。”史惠玲说。

马宽劳介绍，这棵皂荚古树承载
了数代人的记忆，村民们对它有着非
同寻常的情感。“老话常说‘无树不成
村’，一些外出打拼的孩子回来时，总
要来看看这棵古树。”马宽劳说。

在杨凌，像马宽劳这样关注古
树、爱护古树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把
古树看作村庄的象征，把保护古树视
为自己的责任，通过身体力行与言传
身教，把保护古树名木的优良传统传
承下去。

在寨东村村口，还有一棵树龄
1300 年的特级国槐，这也是杨凌年
代最久远的古树。如今，这棵古树依
然参与着人们的生活，在树冠的掩护

之下，时常有老人小孩在树下纳凉、
休憩。

作为一名林业老兵，在史惠玲看
来，保护好古树名木，一是要做好宣
传科普，让大家充分认识到保护古树
名木的重要意义，动员广大群众参与
到这项事业中；二是要建章立制，出
台相关措施办法，推进古树名木保护
工作标准化、科学化、规范化；三是
要加大技术与资金的支持，为古树名
木保护提供坚实的支撑。

“当前，我们在完善古树‘一树
一册’资料，拟对全部古树逐一落实
管护责任单位和管护人员，正在起草
古树保护相关文件，准备签订古树保
护协议。”史惠玲说，当前已经落实
了一笔古树复壮资金，将为古树名木
保护提供物质支撑，让古树名木“老
有所依”。

（来源：群众新闻网）

杨凌：让古树名木“老有所依”

日前，全国教科文卫体系统示范性劳模和职工创新工作
室评选结果公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康振生小麦条锈病创新
工作室被确认为全国教科文卫体系统示范性劳模和职工创新
工作室。

据了解，劳模和职工创新工作室是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
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充分发挥劳
模、工匠、名师、名家等优秀人才示范引领作用，激励引导
广大职工积极参加群众性创新活动而设的重要平台。本次全
国有98个工作室（陕西省2个）被确认为全国教科文卫体系
统示范性劳模和职工创新工作室。

（来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网）

康 振 生 小 麦 条 锈 病
创新工作室获全国性荣誉

今年，省委文明办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了首批陕西省
“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师”选聘活动，经过逐级推荐、审核
甄选，聘任201人为陕西省“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师”（第
一批），其中杨凌5人入选。

这5个人分别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
授方建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王征兵，杨
凌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党养性，杨陵区揉谷镇田西村党支部
书记田小雄，杨陵区关工委办公室副主任王新来。

（来源：文明杨凌）

杨凌 5 人被聘为陕西省
“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师”

日前，陕西省人民政府决定，授予王梅等 197 名同志
“陕西省特级教师”称号 （第十二批）。其中，杨凌高新幼
儿园梁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幼儿园王绯获评“陕西省特级
教师”。 （综合报道）

杨 凌 两 名 教 师 荣 获
“陕西省特级教师”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