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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贫和可持续发展论坛减贫和可持续发展论坛关注关注

与世界共享中国减贫方案
——热烈祝贺上海合作组织减贫和可持续发展论坛圆满举行

《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减贫与发
展研究报告》发布

孟夏时节，中国农科城—杨凌，全球再次将镜头对准这
座上合之城。

5月29日-31日，上海合作组织减贫和可持续发展论坛
在上合组织农业基地—杨凌举办。这是杨凌与世界的美丽

相约，是一场交流互鉴的盛会、一场秉持“上海精神”携手共
赢的“双向奔赴”，更是国家对陕西、对杨凌减贫和可持续发
展事业，以及农业农村工作的充分肯定。

来自巴基斯坦、俄罗斯、伊朗等国的驻华使节；联合国世

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代表；清华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和
研究机构的专家代表；以及国内13个省区市乡村振兴局和企
业、社会组织代表齐聚杨凌，共话减贫和可持续发展事业。

本报杨凌讯（农业科技报记者 行波

张耀东）5 月 29 日，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

减贫和可持续发展论坛期间，上合组织秘

书长张明先后来到上合组织现代农业交

流中心、先正达育种技术中心、杨凌智慧农

业示范园、杨凌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

创新中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服务国家

战略建设展展厅等地，实地考察上合组

织农业基地建设情况。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校长吴普特参加相关活动。杨凌

示范区党工委书记黄思光、陕西省委外

办主任姚红娟陪同并介绍相关情况。

考察中，张明充分肯定了上合组织

农业基地建设发展成就。他说，近年

来，杨凌示范区立足上合组织国家农业

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和未来农

业发展方向，聚焦“交流、培训、示范”主

体功能定位，积极探索农业领域交流培

训示范新模式、新机制，着力打造多层

次、宽领域的农业对外合作平台体系，

在健全工作机制、完善平台功能、实施

合作项目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希望

基地继续遵行“上海精神”，不断推动上合组织

地区农业领域合作走向深入。上合组织秘书

处将一如既往支持基地发展，共同推动上合组

织地区国家间农业合作持续向前迈进。

5月29日，上海合作组织减贫和可持续发展

论坛——携手新时代的减贫和可持续发展分论

坛在陕西杨凌举办。在该分论坛上，各位嘉宾、

专家集思广益，围绕防止返贫政策与实践、建设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理论与实践、数字技术推动减

贫等议题开展研讨。

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

占熺，分享了菌草技术助力减贫和可持续发展的

成功经验。“20世纪80年代，我为了帮助贫困农

户增加收入和保护生态环境，开展了以草代木栽

培食用菌的研究，发明了菌草技术。由于菌草技

术具有投入少、见效快、经济效益高、生态效益好

的优点，中国政府把菌草技术广泛应用于扶贫，

对中国脱贫攻坚起了积极作用。”林占熺说。

林占熺介绍，为了使菌草技术在发展中国家

推广应用，他们以减贫和保护环境为目标，因地

制宜把技术本土化、简便化、标准化，使贫困农户

“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成”；创新了菌草

技术项目实施模式；创建了“示范中心+旗舰点+

农户”的推广模式，使菌草技术进村到户，为世界

减贫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先进的科学技术

能够有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联合国可持续农业

机械化中心副主任安书曼分享了尖端数字技术

在农业生产中应用的案例。

“精准农业、智能设备、遥感及大数据等技术

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并降低成本。比如，精准农

业技术能够实时监测土壤、天气和作物情况，农

民可根据数据决定投入的水肥量，进而有效节约

生产成本。”安书曼说。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北京师范大学中

国乡村振兴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琦以《构建防

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的中国实践》为题发言。中

国减贫经验吸引着上合组织国家的政府官员、专

家学者。

“中国防返贫事业取得一定成效，牢牢守住

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脱贫人口内生动力不

断提升，防返贫长效机制健全完善。因此，我们

要走符合国情的减贫道路，将‘精准’和‘创新’融

入每个环节，充分利用数字治理技术，发挥政府、

市场、社会的力量形成大扶贫格局。”张琦说。

深圳中环油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铁在论

坛上讲起公司的生态援疆经历。2011年，该公司

生态援疆队来到新疆喀什建设防风林。经过10

多年的努力，援疆队在当地建成48万亩防风林，

减弱移动性沙漠对绿洲的侵袭，通过科技创新建

设节水果蔬大棚，有效提升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5月 30日，上海合作组织减贫和可

持续发展论坛——社会力量助力乡村

可持续发展分论坛在陕西杨凌举办。

在该分论坛上，各位嘉宾、专家集思广

益，围绕农业可持续发展、减贫交流合

作等议题分享各国成功实践，就深化

减贫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等议题

开展研讨。

过去34年中，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在国内和国际开展了一系列减贫和乡

村发展项目。截至 2022 年底，该基金

会共接受捐赠103亿元，有6659万人次

从项目中受益。“在未来，我们期待进一

步深化拓展国际减贫合作，充分用好上

合组织减贫与可持续发展论坛这一分

享平台，通过政策对话、知识产品开发、

信息交流分享等方式，共享减贫和乡村

发展经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乡

村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郑文凯说。

中国国家乡村振兴局督察专员许健

民说：“面向未来，中国国家乡村振兴局

愿与项目国和第三方机构保持密切沟

通，协调指导中国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上

合组织国家的乡村发展事业，为推动落

实全球发展倡议、共同落实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新的努力。”

当前，阿里巴巴形成了以乡村特派

员制度为中心的乡村振兴模式，选送资

深优秀员工到欠发达县域开展为期两

年的帮扶工作。特派员结合当地实际

情况和需求，协调阿里巴巴以及阿里生

态资源，围绕产业、人才、科技和巩固脱

贫多方向深入乡村，保障“热土计划”各

项目扎实落地。

在论坛现场，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秘书长姚瑶讲述了关于“栗子”的减贫

故事。青龙县位于河北省东北部，曾经

是全国最大的板栗产地，但知名度小，

销售方式以线下客商收购为主，农民缺

乏议价权。2021 年，阿里巴巴乡村特

派员来到青龙县，联合盒马开发冰板

栗、糖炒板栗、老冰棒等高附加值产品，

推动当地板栗从初级农产品向农商品

到农精品的升级，实现产业链延伸。

在上海合作组织减贫和可持续发展成果展展厅

的一角“蹲”着一袋来自陕北的绿豆，背后的展墙上，

书写了陕北劳动人民种粮开荒的故事。这袋绿豆看

似普通，却在展厅璀璨的灯光下反射出夺人色彩，这

是陕北人民劳动减贫致富的“光芒”。一位名叫图拉

巴依维·特穆尔贝科的外宾抓了一把绿豆捧在手心端

详，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图拉巴依维·特穆尔贝科是乌兹别克斯坦农业部

专家，此次前来，就是想为乌兹别克斯坦寻求更多的

农产品贸易与合作。乌兹别克斯坦是一个农产品进

出口贸易国。为配合乌兹别克斯坦豆类及油料作物

进出口业务，他借此机会来到杨凌对接洽谈20万吨

绿豆进口项目，还计划建设总投资1000万元的综合

筛选厂。

据了解，通过在本次上海合作组织减贫和可持续发

展论坛洽谈与协商，乌方已与爱菊集团、禾丰集团等企业

达成组建产能合作公司、开展进口粮食保税加工的意向。

来自中国的特色农产品抓住了外宾的“眼球”。

同样，7个上合组织成员国也纷纷拿出“看家宝”，带

着80余件展品参展。

乌兹别克斯坦手工方盘、塔吉克斯坦天然蜂胶、俄

罗斯伏特加、巴基斯坦浴盐、吉尔吉斯斯坦黑蜂蜜、哈萨

克斯坦红花籽油、印度咖喱调味粉……这些带有异域风

格的特色农产品让上海合作组织减贫和可持续发展成

果展展厅更加丰富多彩。5月30日，在杨凌示范区，来

自上合组织成员国的50余位嘉宾在成果展展厅交流互

鉴，共享减贫经验，探索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减贫“密码”。

“上合之夜”主题音乐会5月29日晚在

陕西杨凌奏响，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

听盛宴。

据了解，为期3天的上海合作组织减

贫和可持续发展论坛于29日在陕西杨凌

开幕。此次论坛以“交流互鉴 合作共赢

——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减贫和乡村可持

续发展”为主题。其中，“上合之夜”主题

音乐会便是此次论坛活动之一，同期还将

举办上合组织减贫和可持续发展成果展，

并在杨凌、延安等地开展实地参观考察等

活动。

据介绍，此次“上合之夜”主题音乐会

共分为民族管弦乐《弓舞》、唢呐与乐队《百

鸟朝凤》、演唱与乐队《霸王别姬》等6个节

目。让中华文明在幽远的民乐声中展开画

卷，用一首交响唱响“上合之夜”，抒发对祖

国山川、大好河山的自豪之情，用音符展示

中国文化色彩，用艺术推动上合国家文化

交流互鉴。

热烈欢快的唢呐曲、紧张激烈的大鼓

二重奏……颇具民族特色的音乐元素，收

获了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音乐会融入

了许多中国元素，演奏的曲目也独具特

色，让人非常震撼。”现场观众王凡表示，

最后一曲《碗腔》，更以其独特的音色和韵

味，将陕西人质朴洒脱的个性展现地惟妙

惟肖。

据悉，本次“上合之夜”主题音乐会由

西安音乐学院民族管弦乐团倾情奉献，整

场音乐会展现了多彩、包容、开放、共享的

艺术魅力。

上合组织秘书长张明
在杨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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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合组织秘书长张明（左一）在上合组织跨境商

品展示交易中心考察。

《上合组织成员国农业技术
集成示范与标准化研究报告》发布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据《陕西日报》、中新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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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组织减贫和可持续
发展论坛更多新闻

5月30日，在上海合作组织减贫和可持续发展成果展展厅，

展品洛川苹果深深吸引了来自白俄罗斯的客人白桐的目光。

陕西杨凌是农业科技促进减

贫事业发展的样板地区，是中国特

色减贫模式的缩影。5月30日下

午，上海合作组织减贫和可持续发

展论坛考察团走进杨凌智慧农业

示范园、中国旱区节水农业研究

院、五泉镇王上村，170余名中外嘉

宾感受减贫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

“中国智慧”。

在杨凌智慧农业示范园，智能

温室里的番茄藤蔓被高高吊起、整

齐排列。借助数字化水肥精准管

理和智能化远程控制技术，番茄生

长所需的营养可通过滴箭分配到

植株根部附近，实现精准施肥。

“这里的蔬菜生长不用水也不

用土吗？”看到眼前的蔬菜根部没

有一块泥土，阿富汗STR新闻首席

执行官默罕默德·阿利姆·哈莫杜

拉好奇地发问。现场技术人员解

释道，智能温室里使用营养液为植

物供给营养。默罕默德·阿利姆·

哈莫杜拉不禁称赞：“这是真正的

智慧农业！”

目前，“科技引领、企业主体、

多方协同、政府推动”的示范园建

设运营模式已推广到俄罗斯、哈萨

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

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白俄

罗斯等国。

一直以来，中国旱区节水农业

研究院坚持立足陕西、面向旱区、

辐射全球，揭示作物生命健康需水

过程，发展旱区节水农业理论，构

建旱区节水农业技术体系，建立区

域农业高效用水模式，开发节水灌

溉技术与装备，支撑引领旱区现代

农业发展。

考察团走进中国旱区节水农

业研究院，作物高效生产、作物育

种、农业节水等多个研究方向的成

果在此集中展示。其中，食用菌智

能环境调控系统研发项目吸引了

不少嘉宾的目光。

“食用菌智能环境调控系统研

发项目中的智慧食用菌工厂解决

方案系统，可实现智慧化食用菌工

厂智能管理，对菇房进行温度、湿

度、二氧化碳浓度、光照强度的精

准控制，最终实现‘减碳增产’。”该

项目负责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

业人工智能硕士刘行行介绍。

王上村历史悠久，文化特色鲜

明，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

国美丽休闲乡村”。考察团的嘉宾

走进王上村的乡村振兴学堂、科举

体验馆、精品民宿和农家小院等，

与当地村民拉家常，了解王上村在

乡村振兴道路上的“跨越式发展”。

“我是第一次来到杨凌，我觉

得王上村非常漂亮，基础设施很

好、很有特点。希望这个村庄可以

更多地被推向国际，让更多国际市

场的游客了解如此美丽的地方。”

马尔代夫日报高级记者马尔祖克·

艾哈迈德·阿赞说。

感受减贫和可持续发展
领域的“中国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