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小农场边， 就是几百亩
深山老林， 其中病虫害没有受到
过任何人为干预 。” 近20年前 ，
中国农业专家孙浩杰刚刚漂洋过
海来到多米尼克时， 他仿佛回到
了古老的 “刀耕火种” 时代。

今天， 近30亩的 “中多现代
农业中心” 基地已经成功引进彩
椒、 哈密瓜、 火龙果等数十个新
品种经济类作物， 多项技术成果
获多农业部颁发的 “专有创新技
术成果认证”。 在中国农业专家
团队的大力协助下， 多米尼克农
业现代化不断展现新风貌。

今年初， 多米尼克总理斯凯
里特在新引进示范的水培系统中
栽下一排无土蔬菜幼苗。 了解到
水培系统可定时稳定为作物提供
营养液后， 他感慨地说： “这套
系统便捷干净， 改变了年轻人对
农业又脏又累的传统认识。”

多米尼克政府为项目团队颁
发 “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突
出贡献奖杯”， 多米尼克总统伯
顿亲自授予专家组组长孙浩杰国
家级最高荣誉 “国家杰出贡献勋
章”。 正如多米尼克总理斯凯里
特所说， 中多农业技术合作项目
“为多米尼克农业现代化发挥关
键作用”。

多米尼克地处东加勒比海向
风群岛东北部， 是人口不足10万
的岛国。 2005年， 作为中国新天
国际经济技术合作 （集团） 有限
公司专家团队成员， 孙浩杰来到
这里， 和队友一起投身于两国农
业技术合作工作。

多年来， 虽然历经多次重大

自然灾害考验， 但两国农业专家
克服困难 、 不断探索 、 科学规
划、 稳步推进， 成功建立了 “中
多现代农业中心”。

热带气候高温高湿， 火山岛
平地较少， 森林密布致病虫害难
防……中国专家分析发现， 尽管
农业是多米尼克的支柱产业， 但
精细化的蔬菜和水果种植相对较
少， 且农产品以香蕉为主， 结构
单一。 这些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最
直接的体现， 就是菜价高企。 彩
椒一度贵至每公斤50多东加勒比
元 （约合140元人民币）， 白萝卜
每公斤价格也突破23东加勒比元
（约合60元人民币）。

针对这些问题， 中国援多农
业组率先引进白菜、 西红柿等易
于种植的新品种， 并逐步推广彩
椒、 哈密瓜、 火龙果等高附加值
作物的种植。 通过本地化生产，
不仅增加了农民的选择和收入，
成功降低了蔬菜水果的价格， 还
保障了供应的稳定， 让多米尼克
人吃上了丰富的优质本土果蔬。

目前， 作为当地最大的种苗
繁育基地和技术交流平台， “中
多现代农业中心” 每年繁育优质
种苗数十万株， 每年接待当地农
民学生参观交流千余人次， 无偿
提供技术培训、 种苗赠送与农机
应用服务， 帮助多米尼克提高农
业技术水平。

多米尼克农业推广官员纳托
娅·埃斯普里-约翰与中国援多
农业组共事已有 10多年 。 她见
证了400多个家乡农民从获赠种
子种苗、 农资等生产资料， 到接

受栽培管理技术、 设施应用技术
等技能培训， 逐渐实现农业科技
现代化 。 这一切让她颇有成就
感。

工作中， 中国专家充分尊重
当地传统农业理念和经验。 “当
地人非常爱看月亮， 还观察昆虫
和飞蛾产卵周期来决定何时种苗
育苗。” 经过技术分析， 孙浩杰
发现在原生态环境下， 这些方法
既符合自然规律也非常实用， 所
以团队把当地农业实践经验加以
科学归纳整理， 融入双边技术合
作成果加以推广。

从支持当地传统露天栽培，
到引入大棚栽培理念并逐渐获得
认可， 再到最新水培系统稳定产
出， 中国专家不断以实际成果展
示可持续发展生态农业的优势。
他们在协助农民种植的同时， 还
将有机肥制作与应用等成熟的绿
色农业技能以及无土栽培、 自动
化控制等现代化农业理念融入农
业科普课堂， 向学校开放。

在不远的山上， 一栋中国援
建的农业科技综合楼已主体完
工。 中国援多农业科技综合楼项
目集研究、 教学和小规模生产为
一体， 可实现每次10万株、 每年
50万株组织培养苗的生产， 有助
于该国实现 2030年农业产值目
标。

“在这座综合楼推动下， 未
来我们将携手助力多米尼克实现
2030年农业产值目标。” 多米尼
克农业部长罗兰·罗耶笑着告诉
记者。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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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在共建 “一带一
路” 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 中
国与非洲的人才合作日益深入，
合作方式和领域不断丰富。 从修
建学校、 捐赠设备， 到分享先进
职教经验和组织各领域培训， 再
到推进中非智库论坛、 中非青年
创新创业大赛等交流活动， 鲁班
工坊、 孔子学院等众多人才合作
重点项目落地， 帮助非洲国家培
养适应当地现代化需求的人才，
为非洲大陆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
力。

非洲联盟 （非盟） 将2024年
定为教育主题年， 旨在以此推动
经济社会转型、 提升人民福祉，
实现 《2063年议程》 愿景。 非盟
委员会经济发展、 贸易、 旅游、
工业与矿业委员阿尔伯特·穆昌
加表示， 非洲同中国在相关领域
合作正在推动非洲人力资源优
化， 促进非洲经济社会发展， 期
待在 《中非人才培养合作计划》
等框架下取得更多成果。

“期盼更多鲁班工坊”
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

贝巴的鲁班工坊实训室， 当地教
师约纳斯·阿凯莱正熟练地操作
来自中国的机电一体化平台， 模
拟流水线上生产过程， 向学生讲
解自动化设备的操作和运行原
理。

阿凯莱今年39岁， 他在中国
深造时接触到鲁班工坊这种创新
教学模式。 他高度认同这种结合

理论学习与实践的模式， 回到埃
塞后申请到鲁班工坊任教。 “现
在的埃塞年轻人很幸运， 他们有
机会来鲁班工坊学习， 我期盼未
来在埃塞能有更多这样的工坊。”

实训室门口， 照片墙上挂满
鲁班工坊毕业生在企业里操作设
备的工作照。 “这些照片都是企
业主动发来的， 他们对毕业生的
表现非常满意。” 埃塞鲁班工坊
中方负责人江绛说， 一些企业甚
至主动提出把员工送到鲁班工坊
学习。

自2019年非洲第一家鲁班工
坊在吉布提建成并运营以来， 已
有10余家鲁班工坊在非洲相继落
地， 致力于分享中国优秀职教经
验， 助力当地人才建设。 埃塞鲁
班工坊于2021年揭牌运营。 据介
绍， 工坊已被非盟总部确定为面
向全非洲的高素质技能人才培训
中心， 并为世界银行的东非职教
一体化项目提供培训服务， 培训
对象包括埃塞、 肯尼亚、 坦桑尼
亚等国的职教人才。

鲁班工坊建设运营是近年来
中非人才建设合作的缩影。 非洲
是世界上人口最年轻的大陆， 中
非人才建设合作有助于非洲将人
口优势转化为发展红利。

中非职业教育联盟已与坦桑
尼亚、 塞舌尔、 卢旺达和埃塞等
国开展合作， 修订并开发国民经
济重点行业岗位标准与专业教学
标准。 坦桑尼亚教育、 科学和技
术部副常务秘书鲁齐穆拉表示，

坦中两国在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
方面的合作将有助于培养新一代
专业技术人员， 推动坦创新、 创
业和可持续经济增长。

“带不走的医疗队”
1963年4月 ， 第一批援助阿

尔及利亚的13名中国医疗队队员
抵达阿西部城市赛伊达， 拉开了
中国援非医疗的序幕。 半个多世
纪以来， 中国援外医疗队和各项
目组始终奋战在非洲地区病、 传
染病以及重大公共危机防治第一
线， 积极开展培训， 帮助非洲改
善医疗卫生状况和人才队伍建
设， 留下了一支支 “带不走的医
疗队”。

在东非岛国科摩罗， 当地人
曾饱受疟疾困扰。 2007年起， 中
国医务工作者带来 “复方青蒿素
快速清除疟疾项目”， 并与科摩
罗抗疟中心联合开展疟疾防治和
相关培训。 到2017年， 科摩罗实
现疟疾零死亡 ， 发病率大幅下
降。

科摩罗国家疟疾防治中心实
验室主任卡迈勒·赛义德·阿卜杜
拉今年47岁， 同中国医务工作者
并肩抗击疟疾已有12年。 他告诉
记者， 为科摩罗全民发放复方青
蒿素等抗疟药品的工作既复杂又
精细。 “我们需要考虑服药对象
的年龄、 性别、 健康状况等多重
因素 ， 然后对药品用量进行调
整。 做好这些工作， 都需要中国
同行给予我们专业的培训和指

导。”
中国援助科摩罗疟疾防治项

目组现场负责人邓长生说 ， 仅
2018年至2021年， 中方就举办了
365场专 业技术培训 ， 培训了
4000余名参与疟疾防治的当地工
作人员， 帮助提升科摩罗疟疾防
治人员工作能力。

坦桑尼亚桑给巴尔的奔巴岛
曾是血吸虫病重度流行区。 2017
年， 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
首批专家组进驻奔巴岛， 为当地
带去防治血吸虫病的 “中国方
案”。 如今， 桑给巴尔血吸虫病
的发病率已从8.92％降到0.64％。
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副所
长杨坤说， 实现消除目标必须依
靠当地基层力量， 培训有助于加
强基层医院的血吸虫病检测能
力， 助力尽早实现血吸虫病消除
目标。

桑给巴尔卫生部官员塞莱·
穆罕默德说， 自己经常向中方专
家学习请教， 努力将科学综合防
治方法推广应用。

“学好中文就是机遇”
“如果不是因为学习中文并

且拿到奖学金去中国留学， 现在
我可能还在桑给巴尔的小船上捕
鱼。” 32岁的坦桑尼亚人阿莎·富
姆·哈米斯是位于坦桑尼亚首都
的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孔子学院的
中文教师。

在从事中文教学的3年里 ，
哈米斯见证了这个东非国家的

“中文热”。 “中文已成为国际语
言， 学好中文就能为年轻人带来
机遇。” 哈米斯说， 在她教过的
300多名学生中， 许多人在当地
中国企业找到了体面的工作， 还
有一些人选择从事中文教学工
作。

如今， 越来越多的坦桑尼亚
学生在学习中文后前往中国留
学 ， 攻读工程技术 、 医学等专
业， 为未来就业打下基础。 达累
斯萨拉姆大学语言研究专业的学
生哈米达·塞夫·阿拉维告诉记
者， 前往中国留学 “是我人生的
‘高光时刻’”。

为满足学生多样化的教育需
求， 非洲各国孔子学院将中文教
育与其他学科融合 ， 推出 “中
文+” 项目， 培养适应当地发展
需求的复合型人才。 在西非国家
塞内加尔， 达喀尔大学孔子学院
与中国援塞农业技术专家组共同
推出 “中文+农业技术培训” 项
目， 农技专家来到孔子学院农业
科技园授课并指导实践。

“我不仅学会了中国的蔬菜
种植技术， 也提高了中文， 这对
我未来职业发展有很大帮助 。”
参加项目的学生穆萨·迪奥内说。

坦桑尼亚国民议会副议长尊
古说， 孔子学院在促进坦中文化
交流、 加强人文交流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 同时帮助当地解决了
大量就业问题， 推动农业、 旅游
等领域发展。

据新华社

面向未来，中非携手推进多领域人才合作

新华社电 3月30日是 “国
际零废物日”。联合国秘书长古
特雷斯发表视频致辞， 呼吁国
际社会采取行动， 共同应对废
弃物危机。

“我们的星球正在被垃圾
的洪流所淹没。” 古特雷斯说，
每年产生的城市固体废弃物超
过20亿吨， 这对地球的气候、
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造成了灾
难性后果。 废弃物的分解不仅
向大气中释放导致地球变暖的
温室气体 ， 还污染了水和土
壤， 引发疾病甚至死亡。

古特雷斯指出： “过度消
费正在扼杀人类， 国际社会必

须采取措施应对这一问题 。”
他敦促企业向可持续生产转
变， 在生产产品时应最大限度
减少包装浪费， 并尽量延长产
品的使用寿命。 他同时呼吁消
费者在购物时 “三思而后行”，
尽可能地对可回收物品进行再
利用。

古特雷斯还强调了政府行
动在促进循环经济方面的重要
性。 他呼吁通过 “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条约”， 以实现解决塑
料污染问题的国际合作。

2022年12月14日， 第77届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每年3
月30日定为“国际零废物日”。

新华社电 据以色列媒体
和警方近日消息， 数千以色列
民众当晚在一些城市示威游
行， 要求解散政府、 举行议会
选举。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 3月
30日晚， 数千以色列民众在特
拉维夫、 贝尔谢巴、 凯撒里亚
等城市举行游行， 呼吁政府尽
快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 达成协议， 释放被
扣押以色列人。 他们同时呼吁
总理内塔尼亚胡下台、 举行议
会选举。

在特拉维夫， 游行者点燃
篝火， 堵塞主干道， 警察用高
压水枪驱散人群， 双方爆发冲
突， 16人被警方拘捕。 在耶路
撒冷， 抗议者冲破警察设置的

障碍， 在总理官邸附近举行示
威活动。 在凯撒里亚， 抗议者
身着印有 “现在就选举” 字样
的衬衫， 在总理私人官邸附近
举行游行。

3月30日早些时候 ， 被扣
押以色列人员的家属举行新
闻 发布会 ， 批评内塔尼亚胡
“应对战争” 和与哈马斯的谈
判表现不佳， 要求举行议会选
举。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
门3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去年
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
以来， 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
事行动已造成超过3.27万人死
亡。 以色列方面说， 本轮冲突
导致以方1400多人死亡， 另有
130多人仍被哈马斯扣押。

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国际社会
共同应对废弃物危机

以色列数千人游行要求解散政府

中国助力推动
多米尼克农业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