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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木薯

非洲奇妙之旅

除了远赴非洲援助，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还
敞开大门，接纳来自非洲的留学生。他们在海南
的实验室与田间地头，学习木薯种植、病虫害防
治等专业知识，参与前沿科研项目。尼日利亚留
学生格雷戈里便是其中之一，他是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与华中农业大学联合培养的硕士研究生，
在中国热科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致力于木
薯虫害绿色防控研究。

格雷戈里之所以来中国“取经”，缘于中国热
科院研发的优良木薯品种，在尼日利亚大面积种
植，木薯的产量成倍增长。

“尼日利亚大面积种植了中国热科院研发的
优良木薯品种，但我们防治虫害的成本很高，我
们希望借助绿色解决方案来减少虫害，从而降低
种植成本。”格雷戈里说。

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合作论坛机制
下，中国热科院积极开展对非热带农业科技合
作，与非洲国家有关机构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
录19份。

为落实“中国助力非洲农业现代化计划”，去
年以来，中国热科院在卢旺达开展热带粮食作物
种植与加工技术培训，赴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开展
热带作物病虫害防控技术培训，并与尼日利亚科
研机构设立木薯联合实验室，一批合作项目加速

“开花结果”，广受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欢迎。
在木薯产业方面，中国热科院与非洲国家的

合作也在不断深化，已从木薯的育种栽培，扩展
到管理、加工等环节。去年在海南三亚举行的第
二届中非农业合作论坛上，中国热科院宣布启动

“助力非洲木薯产量倍增计划”，在非洲木薯主产
区建立木薯高产高效生产基地，实施木薯宜地化
育种、良种替代、良种良法、采后减损及综合利
用、农业机械化等五大工程。今年9月，在中非
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发布的《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行动计划（2025-2027）》（以下简称行动计划）
中提出：中方将通过援助、租赁、合作经营、合资
组装生产等方式加强对非洲农业机械化支持，提
高非洲国家农业生产效率。中方拟与非洲国家
共建中非热带农业科技中心（联合实验室），考虑
推广木薯新品种和新技术。

“下一步，中国热科院将继续建设和完善在非
洲的国际合作平台和网络建设。继续推进FAO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国一品’项目，加强在非
洲实施粮食产量倍增计划项目，特别是木薯和香
（大）蕉产量倍增项目。此外，还要更加注重企业
在非洲的产业服务工作，加强对非洲人才的培养
和培训工作。”中国热科院副院长李积华表示。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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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7 日，中
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
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
所（以下简称品资所）
木薯研究中心的李汉
丰再次踏上前往非洲
的路途。跟 10年前
一样，他此行的目的
地还是刚果（布），任
务是在当地开展热带
农业技术服务。

2014年，李汉丰
就曾远赴刚果（布），
在中国援刚果（布）
农业技术示范中心
工作生活了一年多，
与同事一起开展农
业技术指导和培训，
帮助其提高木薯、蔬
菜等农作物产量，也
和一群非洲朋友结
下深厚友谊。

多年来，中国热
科院一批又一批专家
跨越山海、远赴非洲，
将热带农业技术倾囊
相授，与当地农民共
同耕耘，在非洲热土
上播撒丰收的希望。

10年后，当再次
接到远赴非洲的任
务，李汉丰没有迟
疑。他对那里的工作
生活很熟悉，也一直
很挂念当地的“老朋
友”，“很想回去看看
他们过得怎么样？还
需要哪些帮助？”李汉
丰说。

“人类命运共同
体，万千难漫漫征途；
兢兢业业木薯人，功
绩写在刚果（布）。”临
出发前，李汉丰在朋
友圈写下这段诗句。

肥料是“奢侈品”
90%人口以木薯为主粮，平均亩产却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木薯是非洲重要的粮食作物。联合
国粮农组织统计数据显示，非洲有40多
个国家种植木薯。由于缺乏优良品种及
栽培、病虫害防控等技术，平均每公顷产
量约8.55吨（亩产0.57吨），大幅低于每
公顷15吨（亩产1吨）的世界平均水平。

2006年11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上宣布在非洲建立一批有特色的农
业技术示范中心。2007年8月，由中国热
科院承担的中国援刚果（布）农业技术示范
中心（以下简称示范中心）获得批准，选址
在刚果（布）首都布拉柴维尔以西17公里
的贡贝农场，占地59公顷；2012年1月1
日，示范中心正式交接并启动技术合作期。

中国热科院首批援非的7位农业专
家，从海南出发，带着热带农业新品种新
技术，抵达示范中心。

从此，一批又一批海南专家开始了长
达10多年的热带农业科技的接力援助。

李汉丰回忆，他第一次到达贡贝农
场时，看到当地农民基本上居无定所，除
了传统的木薯种植，几乎不掌握现代农

业技术。
“这里90%的人口以木薯为主粮，但

木薯品种质量不高，栽培技术和管理方
式都比较原始，平均亩产约0.6吨。”李汉
丰说，当地物资匮乏，肥料成了“奢侈
品”，大多木薯都是“不浇水、不施肥”的
粗放式管理。

对于初来乍到的专家来说，如何适
应当地生活，是摆在面前的第一道难关。

“刚果（布）紫外线很强，有时候在外
面晒久了，皮肤有灼痛感。”李汉丰说，由
于饮食习惯不同，专家们刚开始都是吃
从国内自备的干粮，直到示范中心种上
各类瓜果蔬菜后，这一状况才稍有好转。

“作为科研人员，我们一定要尽己所
能，帮助当地农户提高农业技术，解决温
饱问题，摆脱粮食危机。”李汉丰当时就
在心里默默许下了承诺。

没有肥料，就难以提高木薯产量，怎
么办？那就自制有机肥！专家们一起利
用当地酿酒剩余的啤酒糟，再从养殖场
里收集动物粪便，采用发酵手段制成有

机肥。
有了肥料后，专

家们开始为农户提供培训指
导，通过举办各种培训班，手把手传授农
业技术，还与当地员工并肩劳作，共同在
田地耕耘、浇水、松土，将中国先进的种植
理念与技术传授给当地农户。当地3.3万
亩木薯试验田平均亩产实现翻番，达到
1.2吨左右。

“这一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此后每
次举办培训班，附近村民都会赶过来学
习。”李汉丰说，除了在示范中心培训，专
家们还主动走出去，深入当地农村组织
农民接受培训。

截至目前，中国热科院先后派驻了
20多名常驻专家，在示范中心实施项目
20多个，累计投入项目资金超1300万
元，举办培训班29期，培训学员2000多
人，筛选出3个优良木薯品种和50多个
适合当地种植的蔬菜品种，开展农业种
植和禽类养殖示范，为当地学员带去农
业知识与技能的全方位培训。

新品种、新技术、新设备
“不仅要让非洲人民吃得饱，更要吃得好、吃得健康”

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位于儋州的
国家木薯种质资源圃里，收集保存了国
内外珍贵的木薯种质资源900多份，引进
国外特异种子10余万粒。

这是一座木薯种质资源的“宝库”，
为科研人员开展创新利用研究工作提供
了重要支撑。其中，中国热科院先后选
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华南系列木薯
新品种20个，培育优良品系5700多个，
具有花叶木薯、水果木薯、紫叶黄心等特
异资源。

在国家木薯种质资源圃里，科研人
员不断进行组培苗培育、基因改良等前
沿研究，为非洲提供适应当地气候土壤、
高产优质的木薯品种。如今，这些培育
出来的优良品种和先进技术，正随着一
批批科研人员走进非洲，帮助更多的非
洲国家提高粮食产量。

“华南系列木薯品种具有高产、高淀
粉、抗逆性强等优良特性。”中国热科院
品资所木薯研究中心专家余厚美告诉海
南日报全媒体记者。如今，华南系列木

薯新品种在非洲等地区累计推广面积已
超千万亩。

被带到非洲的不仅是新品种，还有
先进的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

2023年，示范中心在刚果（布）建成
当地第一条自动化高品质木薯粉加工生
产线。“这条生产线，对提升该国木薯食
品安全和产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木薯产业技术体系副首席科学家、
中国热科院品资所研究员张振文说。

木薯是许多非洲国家的主要粮食作
物，但从种植、收获、加工到市场等环节
的技术都非常原始，大多为小农手工操
作，更令大家揪心的是，由于木薯加工方
法落后，饮食安全也存在隐患。

“当地农民收获木薯后，通常会在地里
挖一个坑，然后倒满水，再把木薯放进去浸
泡7天至10天，通过这种方式来给木薯脱
皮。”张振文说，由于浸泡时间较长，容易出
现真菌、毒素等残留，威胁人体健康。

而在引进这条木薯粉加工生产线
后，这一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在位于儋

州市东成镇的海南晨来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记者看到了示范中心内的“同款”木
薯粉加工生产线，这也是全国首条食用
木薯湿法加工生产线。

在这条生产线上，木薯可以实现自
动清洗、脱皮、切片、粉碎、烘干、分装等
多道工序，最后，一根根木薯会被加工成
木薯粉产品。“整个生产流程约1个小时，
基本实现全自动加工，不仅效率高，而且
生产的木薯产品吃起来也安心。”该公司
木薯加工厂负责人王广中说。

在一批批海南专家的援助下，刚果
（布）的木薯产量不断提高，为当地发展
加工业打下坚实基础。近年来，当地多
次组织官员和企业代表来到海南参观了
解中国热科院的木薯加工产品，希望将
来木薯在非洲不仅仅是解决温饱的主
粮，还可以加工成饼干、糕点、饲料等各
种各样的食品。

“通过引进国内先进的加工技术，不
仅要让非洲人民吃得饱，更要吃得好、吃
得健康！”张振文道出了心里的愿望。

项目加速“开花结果”
宜地化育种、农业机械化等
五大工程助力非洲木薯产量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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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热科院先后派驻20多名常驻专家

在示范中心实施项目20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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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学员2000多人

筛选出3个优良木薯品种

2023年
中国热科院启动

“助力非洲木薯产量倍增计划”

采后减损及综合利用

农业机械化

五大工程

③ 尼日利亚留学生格雷戈里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三亚研究院开展木薯虫害绿色防控研究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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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位于刚果（布）首都布拉柴维尔的中国援刚果（布）
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大棚。

① 在刚果（布）首都布拉柴维尔的中国援刚果（布）农
业技术示范中心内，专家与当地员工一起收获木薯。

④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加工的食用木薯粉。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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