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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特别关注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董家琛 文/图

从 1955 年提出的南南合作倡议，到
2013 年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再到
2021年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作为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成为推动全球发展的
重要力量，不断为全球公共品体系创新发展
贡献力量。

据世界银行定义，全球公共品是指具有
很强跨国界外部性的商品、资源、服务以及规
章体制、政策体制，它们对发展和消除贫困非
常重要，也只有通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的合作和集体行动才能充分供应此类物品。
目前，全球公共品的生产和供给形成了以联
合国为核心的、多层次的、包括多元供给主体
的、基于共识和广泛磋商的制度性机制。

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
院名誉院长李小云认为，随着国际地位的日
益提升，中国从世界的边缘走向中心，要担
负起大国的责任和义务。中国要基于自身
成功经验，基于平等互利和磋商原则，形成
具有普遍意义和新价值的、致力于多边体系
的全球公共品。

减贫、农业及乡村发展、卫生、绿色发展
是中国近年来逐渐形成的一系列全球公共
品的主要领域。

中国的农业技术是世界无数小农户增
产增收的希望。从“小技术 大丰收”到“小
豆子 大营养”，十几年来，李小云团队扎根
坦桑尼亚，探索将中国技术“移植”到非洲大
陆的方法。2012年，“千户万亩玉米增产示
范工程”在莫罗戈罗省实施，李小云将中国
传统种植经验施用于非洲，精耕细作、合理
密植，让当地玉米平均增产2至3倍，农民生
活水平显著提升。先吃饱，再吃好。坦桑尼
亚国民以玉米为主食，人们的饮食结构不够
多元，缺少蛋白质、赖氨酸等营养元素。
2022年初，李小云在莫罗戈罗省4个村庄推

广玉米大豆交叉间作技术，开发大豆生产链
和价值链系统，改善农户营养水平。自此，
莫罗戈罗省的百姓喝上了豆浆，也从大豆种
植中获益良多。

中国的扶贫模式是世界无数村庄重新
焕发活力的样板。“农业农村现代化，要通过
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发展新业态的方
式，让小农在原地也能维持生计。”结合云南
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河边村的特点，李小
云团队修缮了道路，改造了民居，普及了水
电，改造了卫浴，修建了客房，如今，每户村
民家的二楼和三楼摇身一变成为“瑶族妈妈
的客房”，在合作社的统筹下标准化接待游
客，增收显著。从 2015 年的人均收入仅
4000元，到 2024年上半年仅靠客房收入 50
万元，这一路，李小云陪河边村走了 9 年。
近年来，这座雨林里的美丽村庄共迎来数百
名来自亚洲、非洲等地的外宾，他们惊叹于
河边村的蝶变，也希望学习河边村的发展模
式以振兴自己国家的乡村。

曾经的缅甸内比都市敏彬村和埃羌达
村，道路泥泞，房屋简陋，饮用水和电力供应
都是大问题，中国专家的到来给村民的生活
带来了巨大转机。2018—2020年，云南省乡
村振兴发展与合作中心负责实施“中国—东
亚减贫示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缅甸）”。“他
们道路泥泞，我们就硬化道路；他们缺乏安
全饮用水，我们就打井；他们学校简陋，我们
就建学校；他们没有议事活动场所，我们就
建活动中心……”据该中心驻缅专家许雯莉
介绍，项目借鉴了中国整村推进的扶贫模
式，针对当地实际和村民的需求，改善基础
设施和提升公共服务，同时帮助当地农民发
展庭院经济，示范推广良种种植养殖，多渠
道探索示范农户增收。

项目收效显著，也得到国际社会、缅甸
政府和当地民众的高度认可，扩大了中国减
贫经验在东盟、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我曾

驻缅一年，第二年再次回到村子，在村里火
车站等车时，一位村民买了两瓶水送给我们
两个中国人，她说她还记得我们。”首批专家
组成员尤官源告诉记者，“那时当地村民每
日收入在 1400缅币左右，而两瓶水的价格
是 800缅币左右。老百姓愿意花半天多的
收入给我们买水喝，我们深受感动，也真实
感受到实施援外减贫项目的意义。”

中国在全球公共品创新发展中的探索，
离不开国际社会的支持。作为全球最大的
慈善基金会之一，盖茨基金会一直重视推动
中国与非洲国家在公共卫生、农业发展等领
域的平等合作。在盖茨基金会的推动下，中
国开发的绿色超级稻在18个非洲和亚洲国
家试种、审定和推广，中国与非洲育种专家
正在逐步建立尼日利亚的水稻种业体系，中
国的节水抗旱稻也在尼日利亚、肯尼亚等国
家开展适应性和示范种植……

从积极应对形势到主动设置议程，从区
域性探索到全球性行动，从具体实践上升到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构筑，从双边向多边
和三边渠道转型，从政府间合作到多元主体
参与，从修路架桥的硬件基础设施连通建设
到注重民生的“小而美”工程推进，中国在全
球公共品体系中的作用不断凸显，逐渐成为
全球公共品体系的新兴贡献者、创新推动
者、未来新框架的引领者。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发展进入新
阶段。为此，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
农业学院研究人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
意义：中国如何贡献全球公共品体系转型》
报告中提出了加强中国提供全球公共品的
战略指导，创新中国提供全球公共品的理论
指导，完善中国提供全球公共品的制度和组
织体系建设，培育中国提供全球公共品的评
估和国际沟通体系建设四点发展建议。

全球公共品：中国减贫经验惠及发展中国家

广告

近年来，农行什邡支行充分发挥
金融优势，助力四川省德阳市什邡市
城乡更新建设，保障、服务和改善民
生，推动城乡经济高质量发展。

农行什邡支行在城市更新相关政
策出台的第一时间成立营销专班，结
合政策导向、专业分析与客户需求，积
极对接企业确定项目方案，在省行、市
行和支行三级联动配合下，成功为什
邡市历史城区更新改造项目授信 9亿
元，目前已投放贷款近4.23亿元。

本项目区域位于什邡市方亭街
道，处在什邡市老城区内，主要为雍城
北路以南，金河西路以东，亭江路以
北，蓥华山路以西。项目实施规划范
围 约 2138.61 亩 ，总 建 筑 面 积 为

1340320.86 平方米，本次征收总建筑
面积为 127880.60平方米，其中拆除面
积为 90737.08 平方米，改造建筑面积
为 37143.52 平方米，目前项目建设正
在稳步推进中。

“项目贷款的投放，推动了什邡市
历史城区基础设施水平提升，改善了
区域内民众生产生活条件，优化了街
区功能，对提升区域环境质量，推动经
济与民生高质量发展起到了积极助推
作用。”农行德阳什邡支行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该行将深入了解企业、
政府等各方需求，通过发挥金融杠杆
作用，引导社会资源投入，为什邡经济
高质量发展贡献农行力量。

钟逸

金融“活水”助力什邡市老城区换新颜
河边村儿童活动中心里，教师带领学龄前儿童读书。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姚雯祎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近日将 2024
年全球谷物产量最新预报数调至28.54亿
吨，创历史新高。

根据 FAO 日前发布的《谷物供求简
报》，谷物产量预测上调主要源于阿根廷、
巴西、土耳其及乌克兰玉米产量预期的向
上调整，这抵消了印尼、巴基斯坦和部分
南部非洲国家预报产量的调减。世界小
麦产量预测的上调则主要源于亚洲作物
前景良好，尤其是巴基斯坦，完全抵消了
俄罗斯由于主要小麦产区在季初遭遇恶

劣天气而对预报产量进行的下调幅度。
2024—2025 年度全球大米产量的最新预
报数为5.351亿吨。

2024—2025 年度世界谷物消费量最
新预报数为28.56亿吨，同比增长0.5%，主
要源于大米和粗粮消费量的增长。

2025年季末世界谷物库存量的最新
预测较期初水平高出 1.3%，预计 2024—
2025年度全球谷物库存量与消费量之比
将保持在30.8%。

2024—2025 年度全球谷物贸易量最
新预报数仍为 4.81亿吨，与上月持平，较
2023—2024年度水平减少3.0%。

2024年全球谷物产量预计将创新高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宫宇坤 文/图

阿根廷牛肉、厄瓜多尔白虾、智利车
厘子、洪都拉斯咖啡……近年来，越来越
多拉美优质农产品正不断丰富中国百姓
的餐桌。

今年是中拉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10周年。中国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第二
大贸易伙伴，农产品贸易在中拉贸易中
占重要地位。目前，中国已与 19个拉共
体国家建立双边农业合作机制；农业经
贸快速增长，农业机械化、新品种选育推
广、水稻生产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化。
2023年中拉农产品贸易额达到 810多亿
美元，占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的近四分
之一，比2014年翻了一番。

日前，以“促互利多元合作，享共赢
绿色发展”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拉美
和加勒比农业部长论坛在山东潍坊举
办。作为今年中拉农业领域的首场重要
外事活动，25个国家的 24位部长和副部
长、13位大使及中外农业科研、企业、区
域组织代表齐聚一堂，探讨农业合作、粮
食安全、减贫发展等全球关注的重大问
题，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粮
农治理体系共同发出“中拉强音”，掀起
中拉农业务实合作的热潮。

搭建中拉农业合作交流平台

过去十年，中拉农业合作硕果累
累。七月盛夏，来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的各国农业部长以本届论坛为契机各抒
己见、畅叙未来。

“今年 11 月，钱凯港将正式投入使
用。届时，来自秘鲁的各种产品将用
更短的时间、以更新鲜的状态抵达中
国市场。”曾在 10 年前到访过中国的
秘鲁农业发展与灌溉部部长安赫尔·
马内罗·坎波斯提到，当前，秘鲁加大
了对葡萄及其他农产品种植技术的投
入，期待更多秘鲁优质农产品进入中
国市场，并将双方合作从农产品贸易
扩展到技术合作。

作为全球重要农产品出口国之一，
阿根廷素有“世界粮仓和肉库”之称。阿
根廷生物经济国务秘书处国务秘书费尔
南多·比莱利亚说：“中国如今已经成为
阿根廷农产品贸易出口的第一大国，双
方农业贸易的增长也大大推动了其他领
域合作的深入开展。”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自然资源
丰富，出产的农作物从主粮到热带水果、
咖啡应有尽有。但目前正面临气候变
化、土壤退化等多重挑战。”圭亚那农业

部部长祖菲卡·穆斯塔法希望向中国学
习人工智能、智慧农业等方面的技术，推
动本国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确保粮食
安全并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农业、土地和渔
业部部长阿维纳什·辛格坦言：“ 中国在
农业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开发了很多
技术，我们愿意与中国各方共同合作，加
强数字农业实践方面的建设，进一步提
高农业生产水平，实现共赢。”

今年正值中国与多米尼克建交20周
年，中多两国农业技术合作历史悠久、成
果丰硕。多米尼克农业、渔业、蓝色和绿
色经济部部长罗兰·罗耶表示：“从水培
技术到设施农业，从农民培训到中国援
建的农业科技综合楼，非常感谢中国为
多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的支持。”

“我相信国际合作能够缩小各国和
各地之间存在的差距，特别是解决农村
地区的贫困和落后问题。”墨西哥农业和
农村发展部部长维克多·比利亚洛沃斯·
阿兰布拉提出，要采取更新、更有效的农
业发展方式、方法来促进和保障粮食生
产，同时保护环境。

实地感受中国农业发展成就

山东作为中国农业大省，2023 年对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农产品进出口总额
达到 764.2亿元人民币，在中拉农业贸易
格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本届论坛举
办地潍坊市建有首个国家级农业开放发
展综合试验区，是中国农业对外交流合

作的重要窗口和平台。
据潍坊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

区推进办公室主任吕珊珊介绍，以潍柴
雷沃、润丰化工、恒安纸业、胜伟牧业为
代表的领军企业走出国门，在巴西、智
利、乌拉圭等 20多个拉美国家地区深耕
细作，业务涵盖农业机械、农药、农产品、
食品等多个领域，2023 年潍坊与拉美地
区的贸易额达230亿元人民币，其中农业
进出口货值57.6亿元人民币。

论坛开幕式前，与会嘉宾分别来到
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篱田园综合体参观考察，实地感受中
国农业农村发展成就。“这次来潍坊给我
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委内瑞拉人民政
权农业生产和土地部部长维尔马·卡斯
特罗是潍坊的“老朋友”，“上一次我来参
加寿光蔬菜博览会，对潍坊印象深刻。
我了解到中国正将各种各样的技术应用
于农业生产，特别是蔬菜种植和农产品
加工。”他说。

在潍柴雷沃生产车间，来自哥斯达
黎加的参会代表希望引进甘蔗机到本
国。在东篱田园综合体，尼加拉瓜农牧
和林业部部长博斯科·马丁·卡斯蒂略·
克鲁兹则对于使用水肥一体化、设施栽
培的西红柿兴趣浓厚，通过翻译向同行
记者表示希望能购买一些种子带回国
内，用于杂交种植等研究。

在论坛会场外的“好品山东”“潍坊
农品”展区，厄瓜多尔农业和畜牧业部副
部长阿尔瓦罗·耶罗认真聆听工作人员
的介绍，不时绕着展台拍照。他表示，厄

瓜多尔与中国在农业经贸领域一直保持
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希望通过此次论
坛，更好地学习和借鉴中国先进的农业
技术，提升厄瓜多尔的农业生产水平，增
强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共商未来中拉农业合作方向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同心者不以
日月为限。

中拉农业极具互补性，农业合作前
景广阔，前途光明。中国农业农村部党
组书记韩俊就进一步加强中拉农渔业合
作提出了四点倡议：一是加强战略对接
与机制建设，围绕粮食安全、绿色发展等
共同关切，谋划实施一批农业合作项
目。二是扩大农业贸易往来与投资合
作，力争未来 10 年农业贸易额再翻一
番。三是聚焦农业机械化、土壤健康、绿
色发展、水产养殖等领域，强化科技交流
与能力建设。四是深化减贫领域合作，
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为建设无贫穷、
零饥饿的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当前极端气候、地缘冲突等给全球
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
战，扩大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农业
互利多元合作，符合双方的长远利益，有
利于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
危机。

乌拉圭牧农渔业部部长费尔南多·
马托斯认为，除了气候因素之外，年轻人
不愿意留在农村，更不愿意从事农业生
产，这也是全球农业发展中面临的共同
问题。“除了要把真正有用、高效的技术
落实在田间地头，用更好的资源生产出
更高质量的农产品，满足世界人口增长
的需求；我们还应考虑如何改变年轻人
的想法，如何让土地对年轻人更具有吸
引力。”

“各位都提到要加强沟通、共享发展
经验，特别是提高可持续生产能力、绿色
生产，这也是拉共体与中国共同开展第
三届农业部长论坛的目标。”拉共体轮值
主席国洪都拉斯农业和畜牧业部部长劳
拉·埃琳娜·苏阿索表示，“拉共体地区面
临众多挑战，已经准备好继续与各成员
国一起行动，让农业部门更好地发展，让
民众享有更好的生活。”她说。

山东省副省长陈平说：“论坛的举
办，必将再次掀起中拉农业务实合作的
新热潮。希望我们共同用好这一平台，
加强交流、互学互鉴，不断推动农业领域
合作取得新的丰硕成果，推动中拉农业
交往迈向新的更高水平，为中拉命运共
同体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跨越山海 携手共奏“中拉强音”
——第三届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农业部长论坛侧记

在东篱田园综合体内，来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外宾们对特色农产品颇感兴趣。

□□ 王晓丽

我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下
简称“拉加”）地理区位不同，农业资源上
的互补性较强。入世以来，中拉农产品贸
易经历了跨越式增长，拉加成为我国农产
品重要的进口来源地，中拉农产品贸易发
展势头良好。

2001—2023年，我国与拉加国家农产
品贸易总额呈持续增长态势，从25.8亿美
元增长至 810.3亿美元，年均增长 17.0%。
其中，进口额从 24.0 亿美元增长至 776.3
亿美元，增加 31 倍；出口额从 1.7 亿美元
增长至34.0亿美元，增加19倍。

总体看，拉加国家在我国农产品贸易
中的份额逐步扩大，但进出口分布不平
衡。2001—2023年，中拉农产品贸易占我
国农产品贸易总额的比重由 9.3%增至
24.3%。其中，我国自拉加国家农产品进
口占进口总额的比重由20.3%增至33.2%，
我国对拉加国家农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
的比重由1.1%增至3.4%。

我国与拉加国家农产品贸易伙伴相
对集中。2001年，阿根廷、巴西和秘鲁是
我国自拉加国家前三大农产品进口来源
地，进口额合计为 21.3亿美元，占当年自
拉加国家农产品进口总额的88.8%。随着
与拉加国家农产品贸易合作的深入，近年
来，智利超越秘鲁成为我国在拉加地区第
三大农产品进口来源地，巴西超越阿根廷
成为第一大农产品进口来源地。2023年，
我国自巴西、阿根廷和智利农产品进口额
合计 589.3亿美元，占当年自拉加国家农
产品进口总额的 88.8%。其中，我国自巴
西进口农产品 585.8亿美元，占自拉加国
家农产品进口总额的 75.1%，占我国农产
品进口总额的25.0%。巴西是我国在拉加
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农产品进口
来源地。

2001年，古巴、墨西哥和巴西是我国
对拉加国家前三大农产品出口市场，出口
额合计为 1.1亿美元，占当年我国对拉加
国家农产品出口总额的 64.4%。2023年，
墨西哥、智利和巴西是我国对拉美国家前
三大农产品出口市场，出口额合计21.5亿
美元，占当年对拉加国家农产品出口总额

的63.2%。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

对拉加国家的大豆、牛肉、水果等农产品
有着巨大需求。入世以来，我国自拉加国
家农产品进口以油籽和畜产品为主，近年
来谷物等进口增速明显。

2023 年，我国自拉加国家进口油籽
422.9 亿美元，占自拉加国家农产品进口
总额57.1%。畜产品、水产品、谷物进口额
分别为 136.7亿美元、71.5亿美元、51.3亿
美元。其中，进口玉米产品 40.5亿美元，
同比增加137671倍，主要原因是巴西玉米
获得出口我国的检验检疫准入。巴西玉
米的大量进口改写了我国过去以乌克兰
和美国为主的玉米进口格局。

入世以来，我国对拉加国家农产品出
口一直以水产品和蔬菜为主，近年来粮食
制品和水果的出口稳步增加。2023年，我
国对拉加国家水产品、蔬菜出口额分别为
11.9亿美元、6.0亿美元，分别占对拉加国
家农产品出口总额的35.0%、17.6%。

展望未来，中拉农产品贸易有望继续
保持增长态势。一是中拉在农业贸易领
域具有高度互补性。随着我国居民消费
水平的提升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对拉加国
家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将进一步扩大；
而拉加国家对我国的农业科技、农业服
务贸易等有较大需求。二是自贸协定的
签署将进一步推动中拉农产品贸易的自
由化、便利化。截至 2023年底，我国先后
同智利等 5 个拉美国家签署了双边自由
贸易协定（FTA），双方将逐渐相互降低
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三是“一带一路”倡
议的推进为双方农产品贸易合作提供了
制度性保障。拉加国家是“一带一路”倡
议的重要参与者，已有 22 个拉加国家与
我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在
农业领域，我国已与阿根廷等 19 个拉共
体国家建立双边农业合作机制，这些合作
机制将为中拉农产品贸易合作提供制度
保障。

（作者单位：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
进中心）

我国与拉加国家农产品贸易情况及前景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乐明凯

7月7日，记者了解到，由中国农业科
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农牧
业科学院和额尔古纳市共建的我国首个
北亚油料科研平台——“北亚油菜大豆科
创中心”在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市正式
落成。该中心的建设对提升内蒙古及周
边省区的油料产能提升和可持续发展水
平、促进俄罗斯远东地区油料产业发展以
实现我国油料进口来源多元化、保障我国
食用油供给安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北亚油菜大豆科创中心”自建设以
来，引入以王汉中院士领衔的油料领域国
家战略科技力量，相继开展特短生育期春
油菜生物育种、短生育期油菜-大豆高效
轮作模式等研究工作。中心总建设面积
500 亩，建有综合实验楼和高标准试验

田。目前王汉中院士团队在该试验基地
正开展超 8000份多样性丰富的特短生育
期油菜双单倍体系育种鉴定，相当于常规
育种 6400万个重组株系的育种规模和效
率。仅58天生育期内，超过80%的双单倍
体系就进入了盛花期，为“北亚油谷”特短
生育期油菜育种呈现出美好前景。

油菜是我国第一大油料作物，占国产
油料作物产油量的半壁江山。据介绍，在
北纬 45 度以北的亚洲地区，包括我国内
蒙古、新疆、黑龙江、吉林部分区域，盐碱
地等后备耕地资源十分丰富，在俄罗斯远
东地区和蒙古国，还有超 15 亿亩待开发
利用耕地，可用于发展短生育期春油菜和
段生育期春大豆生产，是一个亟待开发的

“北亚油谷”。因此，加快“北亚油菜大豆
科创中心”建设、推动中俄共建“北亚油
谷”意义重大。

我国首个北亚油料科研平台落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