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
流培训示范基地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进一步发挥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农业科技合作、人才培育、技术推
广、经贸合作平台效能，推动地区国家现代农业发展，服务国家外交
大局，现结合我省实际，制定如下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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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海
江波珍藏着一顶草帽，上面签满了非洲朋友
的名字。每每谈及非洲，海江波的脸上总是
泛出亲切和喜悦，在他看来，这顶草帽

“藏”着中非农业合作的果实。
2003 年，海江波受埃塞俄比亚教育部

邀请，对当地职业教育学院的农学教师开展
培训。“那批学生中年龄最大的45岁，最小
的只有12岁。后来还有一个当时的学生来
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读博士了。”谈起当年
往事，海江波仍记忆犹新。

那时，海江波要给学生们上植物生理学
和农田生态学两门课。当时由于埃塞俄比亚
没有网络，也没有这两门课的英文教案。海
江波临出国前拷贝了许多教材，到当地后慢
慢进行翻译，最终编辑成了一本英文教材。

“我那时口语也不好，备课时要把第二天的
讲义全部先背诵下来。”他说。

在海江波看来，彼时埃塞俄比亚的学生
们不仅理论基础欠缺，而且还缺乏实验和实
践经验。于是他就带着学生一起开垦了 40
亩荒地，种植了玉米、马铃薯、红薯、四季
豆等农作物。

“非洲拥有出色的光热条件，当我看到四
季豆开花开得比国内开得快，而且果实结得
也更为集中时，我特别开心。”海江波坦言，
从那时起，他对援非农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长期以来，非洲居民多种植经济作物，
缺乏种植栽培粮食作物的经验和方法。而以
海江波为代表的一批农业科学家，长期扎根

中国西北旱区，扎根土地贫瘠的农村，在农
业技术推广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中国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生产技术
的突破简单实用，培育的农作物品种抗逆性
效果好，完全符合非洲农业发展的现实需
要。”海江波说。

在喀麦隆，水稻是当地进口量最大的农
作物之一，可那里却长期没有自主栽培水稻
的习惯。在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水稻栽植
技术进行集成研究后，海江波团队有针对性
地测土配方施肥，全力防控虫害鸟害，最终
在当地近两公顷的示范田和展示田上，实现
了每公顷7吨的产量。

在喀麦隆栏迦市，海江波有一段难忘的
“西瓜往事”。当时，有位当地农民由于没有
遵循科学规律乱施除草剂，结果第一年收成
不好，老农瘫坐在瓜田旁大哭。海江波被老
农的境遇触动，赠予了他新的中国西瓜种子
和地膜等农资。第二年，在他的指导下，老
农耕种的20亩中国西瓜大获丰收，又甜又
脆的西瓜在当地卖到脱销。

在贝宁，海江波团队以学校强大的科研
力量为依托，耕作旱地玉米，不仅改良了当
地盐碱地，还通过改良中国的两个玉米品种
包叶性状，成功地帮助玉米果实挡住了当地
海水和雨水的侵蚀，保证了农产品的产量。

迄今为止，海江波已经援非 21 载，在
13 个非洲国家的试验田和实验室里留下自
己的足迹，接受过他线上、线下辅导和培
训的非洲硕博士研究生、农业技术人员和

涉农政府官
员已超一万
人次。

“ 农 业
在非洲是阳
光产业，对
非洲现代化
和高水平中
非命运共同
体的构建而
言，是很好
的抓手和平
台。”他说。

来 自 喀
麦隆的雷纳
多正在海江
波的指导下
攻读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
农学博士学位。雷纳多相信海江波的“秘
笈”——玉米一定能帮助非洲很多国家和地
区民众解决营养不良问题。

“我们的新品种玉米富含蛋白质和多种
营养成分，还有一些品种是食饲两用的。现
在很多非洲人民仍在饿肚子，我们必须帮助
他们。”海江波表示。

在雷纳多眼中，导师海江波就是他在中
国的“家人”。“当我远离家人来到中国的时
候，有时会感到无助，但海老师告诉我如果
我遇到困难，随时可以向他寻求帮助，这让

我非常感动。”雷纳多说。
虽然再过几年海江波即将退休，但他打

算将自己的援非工作继续进行下去。在坦桑
尼亚，2019 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帮助那里
的一个村子建设了村公所，并种植了45亩
向日葵和玉米，准备将其打造为粮油产业减
贫示范村。

“我准备退休后过去经营一个自己的农
场，把农场打造为学校援非人才的一个实训
基地。”海江波说。

（新华社西安9月11日电）

一、深化同上合组织国家农业交流。争
取国家面向上合组织国家农业交流合作活动
在基地举办，支持基地举办上合组织减贫和
可持续发展论坛。持续推动我省高素质农民
与上合组织国家农场主等开展交流。

二、建设“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推
动中国—中亚旱区农业“一带一路”联合实
验室争创国家级“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并
支持科研合作项目。支持基地相关单位申报
省级“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

三、构建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对在基地
新设立的省级新型研发机构给予不超过200
万元经费支持。支持在基地建设“一带一
路”涉农知识产权交流服务中心和农业领域
产业创新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科
技创新平台。

四、开展种质资源研究。支持基地依托
国家（杨凌）农作物种质资源中转隔离基地
建设运营陕西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对符合
条件的项目予以支持。支持杨凌示范区面向
上合组织国家在杨凌综合保税区内开展常规
种子保税研发、检测和常规种子保税加工等
业务。

五、拓展农业科技合作。结合上合组织
国家需求，每年在省科技计划项目中支持一
批农业科技合作项目，引导省内科研单位
与上合组织国家科研单位围绕动植物新品
种选育、农业节水、生态修复等领域开展
农业技术联合攻关。每年在软科学研究项
目、外国专家服务项目中优先支持一批现代
农业发展战略、农业贸易和产能合作等领域
研究项目。

六、打造农业国际教育培训品牌。支持
基地申报实施面向上合组织国家的绿色发
展、农业技术、农业经济管理等援外培训项
目，提升培训质量效益。鼓励省内具有涉农

学科专业的高校招收培养上合组织国家留学
生，并与上合组织国家院校开展合作办学、
联合培养和职业教育合作。

七、建设境内外农业园区。对符合条件
的基地境内外园区建设项目予以支持，鼓励
社会资本参与建设符合上合组织国家农业发
展方向的科技化、智慧化、绿色化农业综合
实训基地。

八、提升示范推广效应。依托“一带一
路”技术转移中心，推动技术成果转移转
化，主动对接上合组织国家友好省州、城市
需求，支持一批农业技术专家赴境外开展农
业技术指导服务。

九、搭建上合组织国家间农业贸易物流
渠道。支持杨凌示范区建设面向上合组织国
家的铁路港口和公路物流运输集散分拨中

心，对符合条件的项目给予资金倾斜支持。
推动杨凌示范区融入西安“两个中心”建
设，围绕通关便利化等方面，共同建设农产
品跨境电商交易平台项目。

十、强化农业产业国际合作。探索设立
上合农业产业合作基金，在符合投资条件情
况下由省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给予支持。支持
杨凌示范区建设上合农业产业合作园区，围
绕农产品加工、农机装备制造、生物经济等
领域推动产业聚集。

十一、拓展农业会展贸易。支持上合组
织农业博览会在基地举办，推动博览会成为
上合组织国家间机制性展会。每年组织 50
家以上企业赴上合组织国家参加农业展会，
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境外展位费给予一定支
持。在全省赴上合组织国家、中亚国家组织

的经贸活动中设置农业合作板块，培育“杨
凌农高会海外展”品牌。发挥上合组织中国
实业家委员会陕西联络办作用，积极对接上
合组织国家农业合作资源。

十二、便利基地人员赴上合组织国家出
访。对基地赴上合组织国家的厅级以下党政
团组，按周边及毗邻国家有关政策执行，不
计入单位和个人年度出访批次。对一年内需
多次派员执行同一项重要磋商谈判任务或出
席上合组织例行性会议的团组，多次出国计
一个批次。放宽出访邀请条件，基地有关企
业确有重大或紧急情况时，可申请依据企业
党委（党组）决议替代境外邀请函办理任务
审批。

十三、强化农业经贸合作支撑服务。支
持杨凌示范区建设上合组织国家标准化信息
服务平台，为企业“走出去”做好农业标准
化服务。在杨凌示范区设立面向上合组织
国家的涉农法律服务研究中心，发挥好中
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陕西调解中心作
用，为企业提供涉外商事法律服务。依托
基地网站建设集对外宣传、远程培训、展览
展示、电商贸易等功能于一体的服务平台，
打造云上基地。

十四、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在基地与
上合组织国家开展农业交流、人才培养、
示范推广、产业发展和产能合作等工作方
面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促进基地持续
健康发展。

十五、加强宣传推介。将推介基地建设
成果作为陕西对外宣介的重要内容，鼓励前
往上合组织国家的因公出访团组宣传推介基
地建设成效。支持杨凌示范区建设国际传播
中心，申报国际传播重点基地，积极协调中
央驻陕新闻机构和省级主流媒体，加大宣传
力度，扩大基地国际影响力。

陕西省政府出台措施支持上合组织农业基地高质量发展

“草帽教授”海江波的非洲情缘
新华社记者 姚友明 王佳琳 吴鸿波

海江波在家中整理行李箱时，展示他将要带去非洲的中国草帽
（2018年9月4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