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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晚报讯 5 月 20 日，中国国际热
作产业大会暨第七届中国荔枝龙眼产业
大会在茂名高州根子镇召开。会上，来
自国际组织和热作机构的嘉宾代表围绕

“热作发展好 世界会更好”的主题，作了
精彩的发言，分享了在推动热作产业高
质量发展方面的经验做法，为进一步互
学互鉴、深化合作、增进友谊，推动在热
作产业领域的务实合作，促进全球热作
产业可持续发展和互惠共享，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斯里兰卡农业部副部长
莫汉·德席尔瓦

斯里兰卡是一个全年阳光充足的热
带岛屿，农业是斯里兰卡经济中最重要
的部门。农业部门对国家 GDP 的贡献
率约为 7%，30%以上的斯里兰卡劳动力
都归属农业部门。

斯里兰卡主要的粮食作物是水稻，
茶叶、橡胶和椰子等主要种植园作物仍
然占有重要地位。斯里兰卡是世界上主
要的天然橡胶出口国之一，2021 年，大
约 70%的橡胶出口收入来自轮胎制造。
斯里兰卡是世界上最大的纯肉桂生产
国和出口国，来自斯里兰卡的纯锡兰肉
桂供应商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90%。此
外，水果、蔬菜、木薯、咖啡、可可和油籽
作物也在斯里兰卡农业出口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

斯里兰卡的热带作物产业面临着许
多挑战，例如：收获后损失管理，低效供
应链，野生动物造成的损害，生产成本过
高，缺乏附加值发挥其最大潜力。

因此，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本、农业生
物多样性、热作独特特性、国际标准化设
施和贸易协定为本地和外国投资者在热
作领域投资创造了巨大潜力。

我们有必要协调努力，应对斯里兰
卡热作部门面临的挑战，这需要包括农
民、当地贸易商、运输商、加工商、投资者
在内的各相关方加强合作与协调。作为
行业人员，大家有很多的机会投资于斯里
兰卡的热带食品作物部门，发展与全球价
值链的联系。通过合作，我们可以建立一
个更有效、效益更高的供应链，使每个参
与者都能受益。希望此次会议将帮助形
成探索行业新途径和新创新的见解。

加蓬驻华大使
波德莱尔·恩东·埃拉

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茂名这座滨海绿
城，美丽的城市和热情的人民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好客广东名不虚传。

加蓬位于非洲中部，国土面积约为
26.77万平方公里，人口接近200万，其中
年龄在25岁以下人口占比为54.6%。

近半个世纪以来，加中友谊深厚而
牢固。2023 年 4 月 19 日，加蓬国家元首

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加蓬共和国总统、
国家元首阿里·邦戈·翁丁巴将双边关系
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4 月 19 日，加中两国已经成功签署
谅解备忘录。借此机会，我呼吁中国的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到加蓬进行投资，尤
其是在水稻、花生、香蕉、木薯和其他谷
物的种植方面。

加蓬宪法机构稳固、政局稳定，国家
从未经历过战乱。在共和国总统、国家
元首阿里·邦戈·翁丁巴的领导下，加蓬
已经制定了务实的招商引资政策。加蓬
拥有 1400万公顷的肥沃土地、丰富的水
源和有利的气候，农业发展条件得天独
厚，发展潜力巨大，为产业稳定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

加蓬是一片充满机会的沃土，气候
几乎适宜种植所有热带作物。我们提出
了“加速和转型计划（PAT）”，主要目标
是促进国家经济多样化和转型升级，政
府鼓励公私合作，积极奖励农业领域的
国外直接投资。

为深化两国间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我们鼓励中国企业投身加蓬农业领域，
通过双边农业合作更好地巩固新时期加
中友谊所取得的成果。

联合国粮农组织副总干事
贝丝·贝克多

世界上有 137 个国家或地区有热带
农业，这些地区的作物种植对确保粮食
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但是，热带地区的作物很容易受到
气候变化的影响，包括干旱、极端天气事
件和疾病模式变化的影响。它们还面临
着缺水和土壤退化的具体难题。而且，
热带地区的病虫害流行率更高。这些挑
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和协作以解
决，才能真正保障热带农业的未来。

粮农组织已经为所有热带水果开发
了实用工具，以测量碳足迹和水足迹，并
培训生产者，探索区块链技术的潜力，将
低碳系统推向市场。粮农组织还与农民
组织、企业和其他参与者建立了坚实的
伙伴关系。

由粮农组织主持的热带农业平台
（TAP）源于 20 国集团，侧重于发展国家
在热带地区的农业创新能力。热带农业
平台旨在确保农业创新满足其主要用户
（小农户、中小型农业企业和消费者）的
需求。目前，有 50 多个全球、区域和国
家合作伙伴参与了热带农业平台，包括
农业研究、教育、推广和国际发展机构。

如果我们要可持续地发展热带农
业，就必须利用科学和创新的潜力。
粮农组织期待了解本次会议期间讨论
的关键创新和方法。让我们共同努
力，提高世界各地热带种植系统的效率

和抗灾能力!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华代表
屈四喜

作为联合国最大的专门机构，世界
粮食计划署长期致力于推动全球粮食安
全和营养改善，以“拯救生命、改善生计”
为己任，始终为实现零饥饿和营养改善
而努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世界粮食计划署
与中国开展了积极务实且卓有成效的合
作。世界粮食计划署曾在中国实施了70
个大型的农业开发援助项目，涉及广东、
广西、云南、海南等热区省份，为中国尤
其是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
贡献。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世界粮食计划
署与中国的合作内容更加丰富，包括开
展南南合作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通过
创新试点项目助力中国乡村振兴，募集
资源支持世界粮食计划署开展国际援
助，以及自然灾害的积极应对。

热带地区是全球饥饿人口相对集中
的地区，而热带农业又是我们推动发展
中国家分享中国经验和技术的重要领
域。为此，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近
几年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等单位开展
了关于热带水果、木薯等一系列的合作，
并在 2021 年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签
署了加强热带农业合作的南南合作谅解
备忘录，共同规划了热带农业南南合作
路线图。

本次大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进一步
了解和学习中国热带农业发展的好平
台，也是一个探求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开
展热作合作的良好机会。联合国世界粮
食计划署愿携手有关伙伴，积极借鉴中
国热作产业的发展经验，为建设一个美
好的世界做出我们共同的贡献。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副院长
刘国道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历经近 70 年
的发展，聚焦天然橡胶、甘蔗、油棕、
热带果树、热带花卉与蔬菜、热带香料
饮料、热带草业与养殖动物、特色热带
经济作物等 10 大重点产业，建设热带
作物科学等 6大学科集群，推动了重要
热作产量提高、品质提升、效益增加，
为保障国家天然橡胶等战略物资、热带
农产品的安全有效供给，促进热区农民
脱贫致富和服务国家农业对外合作上，
充分彰显了热带农业科技国家队的地位
和作用。

2018 年 4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
会上明确提出“打造国家热带农业科学
中心”“做强做优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近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持续关注热作产

业发展，提出了大力发展热作农业、巩
固天然橡胶生产能力等明确要求。这些
都为我院加快科技创新支撑热作产业高
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下一步，我院将按照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要求，加快推进高水平热带农业科技
自立自强，为热区乡村振兴和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一是高标准打造国家热带农业科学
中心。二是高水平支撑热作产业发展和
热区乡村振兴。三是高站位开展“一带
一路”“南南合作”的国际热作科技合
作。我院将坚持“立足中国热区，面向
世界热区”创新发展布局，深度融入全
球热带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大力推进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科技合作，持续
深化热带农业南南合作，构建具有全球
竞争力的热带农业科技开放创新体系。

广东省农垦集团董事长
冯彤

广东农垦是新中国热作产业的先行
者，是 1951 年国家为了发展自己的天
然橡胶事业的决定而成立的，至今已有
72年历史。

天然橡胶、糖业、南药、剑麻、热
带果蔬等热作产业是广东农垦的核心业
务板块。我们的天然橡胶产业是全球规
模最大、经营效益最好之一，剑麻产业
为亚洲最大，菠萝为国内单体最大，而
南药是正在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计
划打造成全国南药产业集聚发展引领
区、最大的南药规范化生产示范基地、
最大的南药储备基地、南药繁育推一体
化创新发展高地和中药材现代化交易模
式示范样板。自创建以来，广东农垦致
力于热作产业发展，对推动中国热作产
业发展、保障国家天然橡胶战略资源和
绿色食品有效供给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广东农垦先后在泰国、马来西亚、印
尼、柬埔寨、老挝、新加坡和非洲贝宁、加
纳等国相继建立了天然橡胶、木薯酒精
等 49个境外热作生产经营项目，为所在
国家提供直接就业岗位1.5万个，带动就
业 3 万人，累计缴纳各类税费超 15 亿元
人民币，为“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区域间
市场深度融合、密切中国与东南亚国家
的政经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广东农垦将按照本次大会达成的共
识，秉承“同心同德、至诚至善”的核心
价值观，按照“以内循环带动外循环、
促 进 内 外 循 环 融 合 发 展 ”的 工 作 思
路，大力提升热作产业发展水平，坚
定不移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努力
为中国热作产业高质量发展以及热
作产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质量发
展贡献力量。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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