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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产量翻倍，收入也翻倍”

7月，缅甸正值雨季，印度洋季风每天把大量
的雨水泼洒到这片土地上。丰沛的降水为缅甸农
业提供了大量灌溉用水的同时，也给当地农民带
来了烦恼——过量降水造成水稻倒伏情况时有发
生，这也意味着收成可能不佳。

“这几年不同了！”伊洛瓦底省央冬地区农民
哥乌告诉记者，中国专家为缅甸稻农带来了福
音。他们带来的新稻种产量高、抗病虫害效果
好，在雨季抗倒伏的特点更是凸显。“之前企业来
介绍新品种时，我们有些半信半疑，划出几英亩

（1英亩约合0.4公顷） 地试种。结果证明，确实增
产不少！原来每英亩产量 1400 多公斤，种了新稻
种后，每英亩产量能到 2800 公斤左右。这下我们
可以放心扩大种植了！”如今，哥乌在中国专家指
导下已经种了21英亩新品种水稻。

据了解，从前由于产量有限，当地稻农每年
收入仅约60万缅币 （约合2100元人民币）。“现在
产量翻倍，收入也翻倍。中国专家长期在这里，
为我们进行种植培训，和我们一起在田间地头察
看农田，关注水稻长势。他们细致讲解，经常手
把手地进行示范，毫无保留地把从播种、田间管
理到最后收割的技巧都传授给我们。”哥乌说，

“我们从中国专家那里学到了种植技术，深深感受
到彼此根植于心的情谊。”

“我看到了圭亚那渔业发展的巨
大机遇”

“养鱼的网箱由箱体、框架、浮子等结构组
成。多数网箱一般固定在水深 2.5 米至 3 米的位
置……”视频里，中国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
院洪万树教授正用流利的英语向远在圭亚那的
学员们进行讲解。圭亚那网箱养鱼培训班课堂
上，学员们认真对照幻灯片做着笔记，不愿漏
掉一处细节。

近年来，圭亚那政府高度重视渔业发展，制

定 《内陆渔业和水产养殖发展战略规划 （2021—
2026年）》，加大资金投入，通过国际合作等方式
积极引进新技术，并加强对相关部门官员和技术
人员的专业培训。中国驻圭亚那大使郭海燕表
示，中国水产养殖业产量连续 30 多年居世界第
一，网箱养鱼技术发展较为成熟。由中国—加勒
比发展中心主办、山东外贸职业学院承办的线上
课程，正好能就网箱与围网养殖技术、海水养殖
技术、饲料开发与配方设计、海水鱼疾病防控等
问题为当地学员答疑解惑，协助圭亚那推广网箱
养殖，促进当地渔民增收和渔业转型，提升民生
福祉。

“这个培训班受到广泛欢迎。中国专家知识、
经验都很丰富，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网箱养殖和鱼
类养殖管理程序等方面的宝贵经验，还针对学员
们的问题做出了细致解答，我们获益匪浅。”圭
亚那农业部首席渔业官杜基在渔业领域工作已有
9 年之久，此前，她从未听说过网箱养鱼，更不
知道如何操作，第一次听说这个课程时感到“十
分新鲜”。

随着专家讲解层层深入，杜基得到的“惊
喜”越来越多。对于圭亚那一些非传统渔业地区
和原住民社区而言，网箱养鱼不仅能为当地居民
带来更丰富的食物，还可以创造不少就业岗位、
增加民众收入，“意义重大”。“从培训班的讲课
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作为世界水产养殖业领先
者的能力和技术。专家也向我们详细介绍了如何
在圭亚那因地制宜、改善鱼养殖的做法。我看到
了圭亚那渔业发展的巨大机遇！”杜基说。

圭亚那农业部总司长拉姆拉吉感谢中国政
府对圭亚那农业多样化和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大
力支持。他说，培训班将中国在网箱养殖方面
的先进技术和实践经验带到圭亚那，将帮助圭
亚那提升渔业生产能力，充分释放当地发展潜
力，增加渔民收入，促进圭亚那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目前，圭政府已承诺将为以网箱养鱼
为代表的新领域投入更多资金支持，且已确定
部分社区开展网箱养殖项目试点，由政府分发
网箱养殖工具。

“显著降低了当地对进口棉纺织
品的依赖”

塔吉克斯坦哈特隆州光照条件良好，是世界著
名的优质长绒棉产地之一。2014 年，在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带动下，中塔两国有关部门共同建设的
中泰塔吉克斯坦农业纺织产业园项目正式启动。
目前，产业园配套数十万亩棉田和多座轧花厂，采
用先进的数字智能化农业机械和纺织设备，不仅提
高了棉花加工能力，还使当地纱织品跻身全球高端
市场，产品远销土耳其、俄罗斯、意大利等国。

在产业园一期的车间里，上百台机器正在高速运
转，工人并不多。厂房负责人说，这得益于从中国引
进的全流程自动化生产线。据了解，中泰塔吉克斯坦
农业纺织产业园积极打造棉花从种植到成衣的全产
业链，填补塔吉克斯坦在先进纺织技术上的空白。塔
农业部部长萨阿迪·卡里姆佐达告诉记者，塔每年可
生产12万吨左右的优质棉纤维。以前，本土纺织企业
的棉纤维年加工能力约为1.2万吨，约八成纺织品依
赖进口。产业园全部投产后，棉纤维加工能力提升到
2万吨，“显著降低了当地对进口棉纺织品的依赖”。

产业园配套的棉田有数十万亩。中泰 （哈特
隆） 新丝路农业产业有限公司吉利库二场副场长
亚萨维耶夫·阿里江告诉记者，现在种棉花，施肥
用的是将肥料融入灌溉水并施入田间的随水灌溉
法，采摘也有采棉机，节省了很多劳动力。“棉田
附近居住的农户看到我们的棉株密度越来越高，
也学习我们的办法，加强田间管理，适时科学播
种和打顶，收成也增加不少。”

“在这里收入不错，更重要的是能学到先进的技
术与管理经验。”萨曼达是哈特隆州本地人，2016年曾
到中国接受培训。“在中国学习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从那时起我便决心更勤奋地学习和工作，
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如今，萨曼达已成为产
业园生产车间主任助理，不仅能够独立操作全流程环
锭纺生产线，还承担起培训新员工等管理工作，“感谢
中国企业给我们创造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

（本报记者颜欢、李秉新、毕梦瀛、谢佳宁、周翰博）

中国持续推动农业国际合作中国持续推动农业国际合作
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延宕起伏，世界经济复苏失衡，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面

临空前挑战。南南合作是应对全球饥饿、营养不良、贫困和不平等挑战的重要解决途径。中国与多国加强

农业合作，聚焦粮食生产能力提升、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小农户价值链提升等，推动实施一批普惠性

强、实用性高、带动面广的发展项目，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共同推动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

软件业务收入54560亿元、同比增10.3%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记者戴小河、张辛欣） 记者23日从

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1至 7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 54560亿元，同
比增长10.3%。

分领域看，1 至 7 月，软件产品收入 13315 亿元，同比增长
9.9%，增速较上半年回落 0.3 个百分点，占全行业收入的比重为
24.4%。其中，工业软件产品收入1219亿元，同比增长8.7%。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保持较快增长。1至7月，信息技术服务收
入35760亿元，同比增长11%，增速较上半年回落1个百分点，在
全行业收入中占比为65.5%。其中，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
入5517亿元，同比增长8%；集成电路设计收入1591亿元，同比增
长 13.5%；电子商务平台技术服务收入 5334 亿元，同比增长
15.4%。

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收入增长加快。1至7月，信息安全产品
和服务收入942亿元，同比增长11.9%，增速较上半年提高0.5个百
分点。

前7月前7月

邮政快递业业务收入累计5880.4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记者戴小河） 国家邮政局日前公

布7月邮政快递行业运行情况。1至7月，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
量累计完成608.6亿件，同比增长4.3%；业务收入累计完成5880.4
亿元，同比增长 3.7%。其中，同城业务量累计完成 73.1亿件，同
比下降4.9%；异地业务量累计完成525.2亿件，同比增长6.3%。

7 月份，邮政快递业业务收入完成 1134.2 亿元，同比增长
13.3%；业务总量完成1207.4亿元，同比增长10.9%。

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同比增12.1%
据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谢希瑶、常东东） 记者23日从商

务部获悉，今年1至7月，我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10940亿
元人民币，执行额 7351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2.1%和 13.1%。其
中，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6142亿元，执行额4200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11.5%和10.8%。

从业务结构看，1 至 7 月，我国企业承接离岸信息技术外包
（ITO）、业务流程外包 （BPO） 和知识流程外包 （KPO） 执行额
同比分别增长6.9%、13.7%和14.2%。

从区域布局看，1至7月，全国37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总计承
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和执行额同比分别增长 11.5%和 11.2%；长
三角地区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和执行额同比分别增长11.5%和
13.6%。

从企业性质看，1至7月，民营企业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
同比增长29.7%，比全国平均增速高出18.9个百分点，占全国比重
为 30.3%。外商投资企业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同比增长
11.5%，占全国45.4%。

从就业容量看，截至7月底，我国服务外包累计吸纳从业人员
1445万人，同比增长8.0%。1至7月，服务外包新增从业人员49万
人，同比增长2.3%。

中国生态环保产业规模持续扩大
本报北京8月23日电（记者寇江泽、刘温馨） 生态环保产业是战略性新

兴产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记者从生态环境部 23日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生态环保产业规模持续扩大，2021年全国生态环保产业营业收入
约2.18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11.8%，对国民经济直接贡献率为1.8%。

新技术新成果不断转化应用。火电厂超低排放、大型垃圾焚烧、燃煤烟
气治理技术装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我国已建成世界上最大的超低排放火电
厂群。

环保产业体系和布局更加优化。我国形成全链条的环保产业体系，涵盖
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技术研发、装备制造、设计施工、运行维护等环节。为
响应国家“双碳”战略，我国环保产业体系正在向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等
领域快速拓展。

环保产业服务模式不断创新。污染第三方治理、环境绩效服务、环保管
家、环境金融服务呈快速发展态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 模式逐步
规范，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技术正加速向环保领域渗透融合，
提升精准治理效果。

2022年服贸会各项筹办工作准备就绪
本报北京8月23日电（记者王珂） 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

于8月31日至9月5日举办，国新办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服务贸
易发展和2022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

据介绍，本届服贸会将会有超过400家的世界500强以及国际龙头企业线下
参展，整体国际化率达到20.8%，比上一届提升近3个百分点。服贸会作为服务贸
易领域国家级、国际性、综合型大规模展会，将引领我国服务消费趋势，加快消费
复苏和升级，为各国企业积极融入中国服务大市场提供全方位机遇，为中国企业
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供展示交易的平台。

目前，2022年服贸会各项筹办工作已经准备就绪。2022年服贸会展会规
模及各方参与度进一步扩大，国际化和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组展办会更
加突出绿色创新合作，专区专馆更加集中盘点十年服贸成就。增加国家会议
中心二期作为展览场地，展览面积和线下参展企业数量均超过了上届。展区
面积较上届增加 2.6 万平方米，年度主题专区规模扩大 1 倍，达到 2 万平方
米。截至8月22日，除国别、省区市展外，有线下参展企业1407家，比去年
增加13.8%。 （相关报道见第三版）

8月 23日，陕西首趟中越国际货运班列准备从西安国际港站出发开往
越南河内。当日，装载着41车石棉的中越国际货运班列由西安国际港站驶
出，预计将于8天后抵达越南首都河内。本次运输的石棉前期自哈萨克斯坦
搭乘中欧返程班列抵达西安国际港站，经过海关转关后发往越南，中欧班
列与中越班列实现了无缝衔接。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摄

陕西首发中越国际货运班列

8月 23日，北京
市生态环境局发布最
新的水生态环境质量
监测与评价结果，经
综合评价，全市水生
态环境质量总体良
好，全市水生生物物
种丰富。上半年，37
个 国 考 断 面 中 ，
Ⅰ-Ⅲ类的水质断面
26 个，占 70.3%，同
比 增 加 16.2 个 百 分
点。监测的 18 座大
中型水库均为“优
秀”或“良好”，其
中，密云水库、怀柔
水库、斋堂水库等水
生态环境质量达到

“优秀”。图为斋堂水
库管理所的工作人员
正驾驶快艇在水面上
巡查。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守护碧水清流守护碧水清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