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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9日

登报服务公告

新华社联合国6月9日电（记者

杨士龙 童芳）“太阳之光——古蜀文

明与世界”展览9日在位于纽约的联

合国总部揭幕，旨在以文明对话为纽

带，助力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

2024年6月，第78届联合国大

会一致通过中国等 83 个国家提出

的决议，把每年 6 月 10 日设立为

“文明对话国际日”。本次展览由四

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四川省

文物局主办，是“文明对话国际日”

主题活动的配套活动。

展览以太阳崇拜为主线，通过

图文展板、文物复制品、艺术装置、

多媒体互动等，呈现古埃及、两河流

域、古印度、古希腊等世界古代文明

和中国古蜀文明中太阳崇拜的形式

和内涵，展示人类对光明与生命的

共同追求与敬意，传递文明共生共

荣的主题。

展览分为两大主题单元。第一

单元“光耀世界”聚焦全球古老文明

的太阳信仰；第二单元“古蜀闪耀”

深度解读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出

土的青铜神树、太阳神鸟金饰、黄金

面具等文物。

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都位于

中国西南地区，距今约 3600 年至

2800年，作为古蜀文明的两个中心

遗址，其出土文物是中华文明多元

一体的生动例证。展览重点呈现的

太阳神鸟金饰——中国文化遗产标

志的核心图案，以其精湛的镂空工

艺和旋转的太阳意象，成为中国人

宇宙观的缩影；而金冠带、戴金面罩

人头像等文物，则体现了古蜀文明

独特的信仰体系。

为增强观众的体验感，展览以三

面环绕投影和地面投影相融合的形

式，运用裸眼3D、三维动画等数字技

术，打造多媒体展项“重回古蜀”。通

过动态复原考古历程和文物细节，直

观呈现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概

貌。观众还能通过VR眼镜等方式，即

刻“穿越”到金沙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近距离感受文物出土的震撼。

“此次是以三星堆、金沙为代表

的古蜀文明首次亮相联合国总部，

通过古蜀文明与古埃及、两河流域

等世界文明的并置展示，揭示了人

类精神世界的相似性，让全球观众

直观感受‘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

文化魅力。”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副

馆长王方说。

“太阳之光——古蜀文明与世

界”展览将持续到6月20日。

据介绍，自 2003 年起，以三星

堆、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明特展已

先后在全球20余座城市展出，向世

界展示中华文明的魅力。

“太阳之光——古蜀文明与世界”
展览在联合国总部揭幕

近年来，在中非合作论坛和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国通过助

力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生产装备升级

和产业链延伸，有效提升非洲农业生

产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非洲

实现农业现代化。

展望未来，中国将全面落实《中国

助力非洲农业现代化计划》，聚焦发展

短板，创新合作路径，让农业现代化的

红利惠及更多非洲民众。

“新技术带来新希望”

3月正值马达加斯加雨季，距首都

塔那那利佛约35公里的马希齐镇，中

国杂交水稻高产示范基地绿意盎然。

农业专家胡月舫正与当地稻农一起察

看稻苗长势。

水稻是马达加斯加主要粮食作

物，占农业种植面积一半以上，但受种

子质量和种植技术等限制，产量长期

难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帮助马达加斯

加实现粮食自给自足，2007 年，中国

援马杂交水稻示范中心项目正式启

动，多位中国农业专家深入马达加斯

加田间地头，开展科研、示范、推广等

工作。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农业专家因

地制宜，成功选育出五个优质杂交水

稻新品种，平均产量可达每公顷 7.5

吨，是当地常规品种的两到三倍。目

前，中国杂交水稻在马达加斯加累计

种植面积约 9 万公顷，使该国成为非

洲杂交水稻种植面积最广的国家。

除了推广良种，中国农业专家更

注重传授“良法”，除在示范田手把手

教，还通过系统授课为当地培养了一

批批农业技术骨干。

农民费莫索阿·拉卡通德拉扎拉3

年前改种杂交水稻后，一家四口生活明

显改善。他说：“杂交水稻给我们带来了

新希望。过去连温饱都难保证，现在还

能有余粮出售，能攒钱扩大种植。”

“中国杂交水稻技术不仅帮助我

们实现稻米自给自足，还显著提升了

国家的粮食安全水平。”马达加斯加农

业和畜牧业部农业和畜牧业总司长米

歇尔·阿农德拉卡说。

如今，中国杂交水稻已在20多个

非洲国家推广种植，成为中国农科技

术在非洲扎根开花的生动写照。近年

来，随着中非农业合作不断深化，一批

农业援助项目在非洲各地蓬勃推进。

在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中国农

业大学自 2011 年起开展以玉米增产

增收为核心的“小技术、大丰收”项目，

将玉米密植增产的“中国经验”传授给

农户。项目迄今已推广至十多个村、千

余户，参与者玉米产量平均翻番。

在卢旺达，中国菌草技术被当地

人称为“致富草”“幸福草”。已有4000

多农户通过菌草技术实现产业转型，

带动 3 万余人就业。目前，这一“中国

草”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

在17个国家建立了示范基地。

根据《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首个

三年规划，中国已向非洲派出500余名

农业专家，培训近 9000 人次。截至

2023年底，中国已在非洲建成24个农

业技术示范中心，推广300多项先进农

业技术，带动当地农作物平均增产30%

至60%，惠及100多万非洲小农户。

“中国方案”赋能农业生产

在肯尼亚西部西亚亚郡，农民彼

得·奥尼扬戈首次将清澈的河水通过

灌渠引入新挖的田垄。他取水的灌渠

属于肯尼亚恩佐亚河下游灌溉和防洪

工程项目，这是肯尼亚目前最大的灌

溉设施，由中国电建市政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承建。2024 年 4 月项目主体完

工实现通水，为沿线干旱贫瘠的土地

带来了生机。

农业是肯尼亚经济支柱，农业人

口占比七成，但全国仅约4%耕地拥有

灌溉设施，农业生产高度依赖降雨。随

着近年来极端天气增加，肯尼亚农业

生产受到影响。在此背景下，恩佐亚河

下游灌溉和防洪工程项目诞生，建设

包括各级灌渠111公里、71公里排渠、

736公里田间灌渠和37公里防洪堤。

肯尼亚总统鲁托今年考察该工程

时表示，这一项目将有助于缓解肯尼

亚的粮食短缺状况，将对本国经济转

型作出重大贡献。

肯尼亚国家灌溉管理局农业灌溉

专家爱德华·穆亚表示，中企在项目建

设中运用了现代技术、创新模式和科

学管理。该项目可作为示范，推动肯尼

亚乃至整个非洲从依赖降雨的农业模

式向可持续的灌溉农业转型。

在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方廷希

尔庄园已经使用上了中国极飞科技有

限公司生产的无人机，可以在庄园甘

蔗地上空 3 米处精准喷洒农药。这个

占地 2250 公顷的农场曾长期面临甘

蔗螟虫害困扰，传统人工喷洒农药效

率低且损耗大。庄园农业经理德翁·布

格尔说：“中国无人机彻底革新了我们

的生产方式。”

无人机作业的优势在于高效。农

业服务承包商约翰·普林斯卢说，人工

给40公顷甘蔗林喷洒农药需要30至

40人奋战一整天，使用无人机作业仅

需三人即可完成。在平缓地带，无人机

单机日作业量可高达170公顷。

自2020年进入南非市场以来，极

飞无人机已累计服务逾 100 万亩农

田。如今，这一智慧生产设备已从南非

走向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和加纳等

更广阔的非洲大地。

“中企延伸了产业链”

4月，肯尼亚穆拉雅郡的夏威夷果

园迎来丰收。晨雾未散，果农们已在采

摘果实。远处，中企湖南疆来食品有限

责任公司肯尼亚分公司的卡车满载收

购来的鲜果，驶向加工基地。

肯尼亚的夏威夷果在国际市场上

享有盛誉，近年来价格持续攀升。然而，

多数本土企业仍停留在去壳等初级加

工环节，缺乏分级、调味和包装等深加

工能力，导致产品附加值低，加之出口

政策波动，果农和企业收益长期受限。

看准当地优质原料，疆来食品于

2023年投资近3000万元建立夏威夷

果生产基地，引进先进加工设备与技

术，对夏威夷果开展剥壳、分级等深加

工作业，再出口至中国市场。据分公司

采购经理吴华中介绍，目前基地已试

产，预计下半年正式投产，5年后产能

将达6000吨。

分公司当地采购人员约翰·姆旺

吉表示，中企在当地投资建厂推动了

本土加工企业设备与技术的提质升

级，助力农民增收，实现了共赢。

当地果农简·姆布鲁种植的 400

棵果树去年收获颇丰。她说：“中企通

过严格的质量标准指导我们提升种植

技术。”

在马达加斯加西南部半干旱地

区，山羊养殖量占全国八成以上。然

而，由于国内需求有限和产业基础薄

弱，当地山羊养殖长期局限于小规模

家庭经营，难以实现规模化发展。

2023 年，中企中马牧业（马达加

斯加）有限公司按照中国标准在当地

建立了首座羊肉屠宰加工厂，设计年

产能 1 万吨，预计 3 年内实现满产。

2024年，中马牧业首批900公斤冷冻

羊肉运抵中国湖南。目前公司已构建

起涵盖热带牧草种植、养殖、屠宰加工

出口的全产业链。阿农德拉卡赞许说，

这座工厂将有力推动马达加斯加畜牧

业发展，助力产业链延伸。

展望未来，他表示：“我们将把握

中国市场机遇，加快畜牧业现代化步

伐，续写非中农业合作新篇章。”

（新华社内罗毕6月10日电）

中非共谱非洲农业现代化新篇章
◎新华社记者 徐瑞青 李卓群 凌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