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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农业科技合作领域

中法农业科技合作植根于两国友好
关系深厚基础之中，随着友好关系的不
断发展而日益深化。

1964年 1月，中法两国政府发表建交
联合公报，法国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正式
建交的西方大国，翻开了两国关系崭新的
一页，为包括农业科技合作在内的双边友
好关系深入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研究
员刘洪霞介绍，1978年1月签署的中法两
国政府科学技术协定及相关合作文件，
确立了双方一定时期内农业科技合作的
重点领域。该合作文件在中法农业科技
合作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具体来
说，双方在两国政府科学技术交流补充
项目议定书中表示，为促进两国科技交
流，经过友好协商，在 9 个方面达成协
议并逐个详细阐释了每个方面的具体内
容。其中在“农业方面”，议定书表示，

“在双方农业代表团已经互访的基础上，
双方就良种培育、畜牧、兽医、遗传等
方面进行交流和合作”。

1991 年 8 月，中法签署了创建和实
施“中法先进研究计划”，旨在促进和加
强中法双方在基础科学和高技术方面研
究的合作计划。2004 年 5 月，两国农业
部门签订农业合作框架协议，进一步加
强中法农业政策发展方面的信息交流、
开拓双边合作新领域尤其是促进农学研
究和技术交流等。2006 年 4 月，中法两
国政府发布关于农业合作的联合声明。
关于联合声明的内容，刘洪霞介绍，双
方对两国已经生效的相关协议和议定书
进行了回顾和梳理，在此基础上，就加
强和规范双方在农业和农村发展领域的
科技和经贸合作等，达成了多项新共
识，其中包括每年召开一次中法农业及
食品加工合作混委会会议，负责确定两
国农业合作的重点领域，跟踪合作项目
的执行情况并解决合作过程中可能出现
的问题。

进入新时代，中法农业科技合作继
续深入发展。2014 年 3 月发表的 《中法
关系中长期规划》 专门就“农业和农业
食品”领域加强双边合作进行了具体谋
划，双方通过加强粮食安全合作、携手
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等，共同应对全球
农业发展面临的挑战。2021 年，双方在
多次互动中均强调，中法要加强在农
业、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合作，为包括
农业科技合作在内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今年5月6日，在中法两国建交六十
周年之际，《中法关于农业交流与合作的
联合声明》 在巴黎发表，双方表示加深
在农业领域的合作，同意在农作物、畜
禽、果蔬、现代农业装备应用、智慧农
业、适应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土壤
健康和粮食减损等共同关心的领域探索
加强科技合作的方式。

树立种业科技创新品牌

北依连绵起伏的燕山，南靠巍巍太
行的余脉，近旁是面积约 200 平方公里
的官厅水库。这里是被誉为“中国葡萄
之乡”“中国葡萄酒之乡”的河北省张家
口市怀来县。在该县的东花园镇一片整
齐的葡萄园内，坐落着一幢兼容中国和
法国文化元素的高大主体建筑，这就是
中法庄园所在地。

中法庄园前身为中法葡萄种植及酿
酒示范农场，是两国在葡萄种业和葡萄
酒产业重要合作项目，是双方以葡萄品
种创新为基础，携手发展农业科技和农
业产业的典范之作。

中法葡萄种植及酿酒示范农场可以
追溯到 1997年，彼时，两国有关方面决
定在中国推广法国酿酒葡萄品种及酿酒
技术，推动中国葡萄酒业发展，并就在
华建立中法合作葡萄种植与酿酒示范农
场事宜达成共识。随后，两国专家小组
在中国多地进行考察筛选，最终选定怀
来县东花园镇作为项目实施地。2000
年，中法葡萄种植及酿酒示范农场正式
建立。不久，第一批葡萄苗木从法国运
抵示范农场，此后一批批葡萄苗木陆续
引进，在示范农场扎根、结果、繁育。

据了解，该示范农场一共引进了 16
个葡萄品种 21个品系，包括赤霞珠、品
丽珠、马瑟兰、霞多丽等。经过双方农
业专家多年培育筛选，一批适应示范农
场所在地气候的葡萄品种表现出卓越的
性状特征，比如由赤霞珠和歌海娜杂交
而成的马瑟兰落户当地后，呈现出在故
乡法国未为人所知的优秀特质。值得一
提的是，法方还向示范农场派出科技顾
问团队，传授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制技
术，接受中方农业技术人员到法国波尔
多葡萄酒产区学习和培训。2005 年，示
范农场更名为中法庄园。经过双方多年
携手努力，中法庄园在国际上声名鹊
起，成为中国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制技
术的响亮品牌。

除了在葡萄种业和葡萄酒产业之
外，中法在其他作物种植和养殖业领域
进行了广泛的科研和产业合作，设立一
批联合研究机构，比如中法谷类基因组
学联合实验室、中法小麦科研生产加工
示范中心、中法肉牛研究与发展中心
等，有力地促进了两国农产品种业创新
和产业发展。

打造生态农业产业园区

打造现代生态农业是中法农业科技
合作的目标之一。现代生态农业是新型
农业发展模式，以维护和改善农业生态
环境为核心，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系统
工程方法实现农业集约化经营。刘洪霞
指出，法国在现代生态农业方面走在世
界前列，其生态农业相关技术标准被欧
盟众多国家借鉴，成为国际典范。

2014 年 9 月，法国通过了 《未来农
业法》，将推广生态农业写入法律。近
年，法国政府对生态农业发展加大了政
策扶持力度，设立了生态农业未来发展
基金、生态农业专项补贴等。截至 2022
年，生态农业种植面积占全法可用耕地
面积近10%。

从20世纪80年代，生态农业理念开
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并运用于农业生产实
践。1985 年 6 月，当时的国务院环境保
护委员会下发文件提出发展生态农业，
之后在全国建立约 20 个生态农业试点。
1993 年，多部委研究决定在全国组织建
设 50个生态农业试点县。进入新世纪特
别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生态农业的力度
持续加大，几乎每年的中央“一号文
件”都会就做好该领域的工作，作出具
体部署。

在2015年于巴黎召开的第21届联合
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中法合作发展生态农
业迈出重要一步，中法农业科技园在此次
大会上被列为双方联合实施的国家级项

目。该项目坐落于四川省南充市江陵镇
的凤仪湾，占地约 3 万亩，包括蔬菜种植
基地、水产养殖基地、生态湿地以及养
老旅游项目等，以生态农业建设为基
础，建成集生态有机农业、湿地观光、
度假休闲为一体的农林文旅融合发展的
田园旅游综合体，致力打造乡村振兴、中
法友好合作和中法文化交流的典范。

2023 年 9 月，经过数年建设，中法
农业科技园建成并正式整体开园，法方
代表让·布鲁诺在开园仪式上致辞时表
示，他非常高兴地看到中法农业科技园
从一片滩涂到秀丽田园风光的蝶变，该
项目让凤仪湾成为融农旅、商旅、文旅

的大平台，促进了当地旅游业发展，也
进一步丰富了中法农业合作的内涵。

在距离凤仪湾约 1500 公里的千年商
都广东广州，有“农业迪士尼”之称的
浪漫谷·中法创意永续农业产业园项目正
在为全面运营作最后的准备。该产业园
坐落于该市黄埔区的水库森林谷地，以
可持续发展的“永续农业”为基础，融
合中法农业文化元素，打造展现中法生
态农业科技魅力的研学目的地和旅游目
的地。产业园精心设计了多个主题谷景
区，其中以“天人合一”为主题的“芝
兰谷”景区，重点呈现可持续发展的中
法生态农业系统。可以预期，产业园全
面运营后将成为人们感受和领略中法生
态农业理念的“网红”景点。

搭建智慧农业科研平台

2015年 10月，一批法国生产的智能
温室大棚装备从法国港口装船出发，驶
向中国。这批智能温室大棚装备由玻璃
和钢结构组成，通过智能控制不仅能自
动完成施肥、灌溉、杀虫等田间管理作
业，还能用紫外线自动补光，促进农作
物生长。通过此次进口贸易，更多法国
设施农业智能装备引入中国并进行较大
规模示范性应用，促进了中国智慧农业
的发展。

在智慧农业领域，中法在开展智能
农业装备贸易的同时，农机企业还通过
并购实现智能农机科技的跨国整合。
2011 年，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收购一

家国际企业在法国的农业机械工厂并设
立了一拖 （法国） 公司，成为法国拖拉
机制造商之一。在 2019年的法国国际农
机展上，一拖 （法国） 公司推出了面向
西欧市场的智能拖拉机，其机身搭载智
能连接程序，拖拉机操作员借助计算
机、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即可对拖拉
机工作状态一目了然。中国一拖通过跨
国并购来提升智能农机技术水平，对于
总体还处于研发阶段，智能化机具少、
智能化程度低的中国农机行业来说，无
疑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对促进中国智慧
农业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中法两国科研机构顺应智慧农业发

展潮流，加强在此领域的合作。2019 年
初，法国欧洲科学院（简称“欧科院”）副院
长安特·格利博达一行访华并与山东理工
大学校方达成协议，双方合作成立“中
法欧科院智慧农业合作中心”，共同搭建
智慧农业国际科研合作平台。

在耕耘智慧农业的过程中，中方农
业科技企业积极行动起来与包括法国农
业科研机构在内的国际智力资源对接，
借助外脑实现科技突破。2018 年，东方
智感 （浙江）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法国
农科院开展了中法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
合作重点项目 《智能畜牧基础：动物运
动监测》，借助“机器学习”传感器、
3D图像和近红外光谱数据，通过姿态和
行为来判断、分析牛健康状况、产犊行
为，同时计算其行为时间模型，实现对
奶牛牛群和个体的优化管理，提高效益。

在智慧农业领域，中法实现优势互
补。刘洪霞指出，法国凭借发达的工业
基础，在农机农艺融合技术模式、智能设
施与农机装备、农业机器人等关键技术研
究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主要产品正在
向智能化、多功能、多机协同方向发展。
中国在北斗农机自动导航驾驶、植物工
厂、无人机农业应用、5G等技术方向达到
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中法双方应发挥
各自优势，把合作重点放在农业传感器、
农业机器人、农业模型与核心算法等关键
技术和产品上。在农机装备领域，刘洪霞
建议，双方应建立全面合作关系，携手实
现收获机械、喷药机械、施肥机械、灌
溉机械、播种机械等智能化升级。

中法建交60周年系列报道·科技篇③

中法农业科技合作：

丰富百姓餐桌 增进共同福祉
本报记者 张保淑

民以食为天，农业是事关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战略性产
业。中法作为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世界农业大国，建交以来在
农业科技领域深入开展合作，特别是在种业科创、发展生态农
业和智慧农业方面，双方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携手开展了
一系列农业科研合作项目并积极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大大促进
了双方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发展，使两国民众的餐桌更加丰
富，不断增进共同福祉。

五月微风暖，黑土春耕忙。在我国最
大垦区北大荒集团的千里沃野上，带有北
斗导航技术的新型农机装备、可以实时查
看温湿度的传感装置等现代农机农技正被
广泛应用到农业生产中，一幅“科技范
儿”十足的智慧春耕图正徐徐展开。

“气温超过 20摄氏度，秧苗已呈三叶
一芯状态，插秧正当时。”在位于三江平
原上的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分公司七星农场
有限公司，第十六管理区种植户杨林海一
家正将一盘盘秧苗装载到插秧机上。插秧
机轰鸣着向远处驶去，原本光亮如镜的水
田里留下一行行整齐的秧苗。

“这不是普通的插秧机，而是一台应
用了北斗导航技术的侧深施肥高速插秧
机。”杨林海介绍，这种智能化插秧机可
以按照程序规划好的路线自动行进作业，
在提高作业效率的同时还节省了人力，以
前插秧每户需八九个工人，现在只要一两
个就足够了。

农机作业效率提高，与农田平整度提
高密切相关。近年来，北大荒集团各地掀
起了格田改造热潮，传统上每七八亩一个
的小格田被改造成 15 亩上下的大格田，
水面面积相同情况下，池埂减少，有效种
植面积增加，农机作业更便利。

在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有限公司，种
植户王秀丽家的水田里正在插秧。王秀丽
家有 400 多亩水田，但由于地面高差大，
经常发生涝害，农机作业效率低。今年春
季，农场对王秀丽家水田进行了格田化改
造，应用卫星激光平地机后，相邻格田间
高差被控制在 5 厘米内。“现在这地平
了，排灌通畅，插秧质量提高了不少，水
肥也更均匀。”王秀丽说。

农业智慧化也体现在生产管理上。在
北大荒集团洪河农场有限公司科技园区，
智能化工厂育秧大棚里一片翠绿。眼下正
值插秧季，园区内秧苗正被陆续转移。科
技园区负责人王伟介绍，大棚内的传感器
将温度、湿度、土壤墒情等信息实时传输
到操控者手机应用系统，工作人员可以远
程掌握苗情。

“这套系统还能根据数据自动对大棚
发出指令，实时自动调控温湿度和水肥一
体作业，精准控制秧苗生长。”王伟说，
这样的大棚在洪河农场有限公司有 143
栋，可以避免普通育秧大棚人工放风不及时、不精准等问
题，使秧苗处于良好的生长环境，利于培育壮苗，不仅苗
床管理省时省力，还能节水省钱。

“智慧服务让春耕生产更便利。”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分
公司党委书记苍云说，今年春耕生产中，建三江分公司围
绕智能双氧催芽、叠盘暗室育秧工厂化统一供苗等 22项农
业创新技术、智能农机应用及维修调试等方面开展培训，
让现代科技始终“在线”，打通农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今年北大荒集团计划种植水稻2181万亩，目前已经基本
完成春整地，插秧超过275万亩，春耕作业正如火如荼进行。

作为粮食生产“国家队”，北大荒集团持续推动农业现
代化、智能化发展。截至 2023年，北大荒集团农业科技进
步贡献率达到77%，农业综合机械化率达到99.7%。随着大
量农业装备、新型农技农艺不断普及应用，当地农业生产
水平不断提高，“中国饭碗”越端越牢。

（新华社电 记者管建涛、黄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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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记者曲哲涵） 为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和城乡一体化，财政部近日下达1582亿元，比上年增加23
亿元，引导和支持地方进一步巩固完善城乡统一、重在农村
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一是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标准。从2024年
春季学期起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国家基础标
准，年生均小学由1000元提高到1250元，初中由1250元提
高到1500元；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继续按
寄宿生生活补助国家基础标准的 50%核定。预计全国超过
2000万学生获得生活补助。

二是加大农村学校校舍维修改造补助力度。从2024年
起提高农村学校校舍单位面积补助测算标准，东中部地区
由 800 元/平方米提高到 1100 元/平方米、西部地区由 900
元/平方米提高到 1200元/平方米，并适当提高高寒高海拔
等地区测算标准，更好满足农村学校校舍维修改造、抗震
加固需要。

三是支持加快补齐短板弱项。通过以奖代补方式，支
持地方落实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加快改善农村寄宿
制学校办学条件等。

下一步，财政部将根据新形势新要求，动态调整完善
政策措施，不断加大投入力度，支持和引导地方加快推进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财政部：提高经济困难学生补助

近日，江苏省如皋市实验小学开展廉洁教育活动，让孩
子们通过绘制京剧脸谱风筝，培养廉洁文化。

徐 慧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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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绘制京剧脸谱风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