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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陵兰岛的寒风向来刺骨，但
今年更让岛民心寒的，是美国副总
统专机的轰鸣声。

从总统特朗普图谋“购岛”，到
副总统万斯不请自来，美国对这片
冰雪之地的觊觎已丝毫不加掩饰。
布鲁塞尔的一些官员私下苦笑，这
就如同“强盗先递名片再踹门”。然
而，幽默背后是欧洲大陆难以下咽
的苦涩——当美国将“关税大棒”与

“北极战略”打包成组合拳时，欧洲
连抗议几声都要拿捏分寸。

万斯率团抵达位于格陵兰岛北
部的美国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并发表
讲话说，格陵兰岛对美国至关重要，
美国需要确保在北极的领导作用。
他批评，丹麦对格陵兰岛的安全、防
务等方面“投资不足”，没有履行应

尽责任。格陵兰岛“在美国安全保
护伞下比在丹麦安全保护伞下会好
得多”。面对万斯的“训话”，丹麦外
交大臣拉斯穆森回应说：“我们不喜
欢这种语气，这不该是与亲密盟友
说话的方式。”

丹麦国防大臣波尔森在社交媒
体上强烈反对美方“霸岛”言行。他
连续使用“明确反对”“这是升级行
为”“必须划出界限”“太离谱了”“我
们对此绝不接受”等措辞，语气强
烈，直截了当。

回顾此次“强行访问”事件，不
难看出美国的行为，只是延续了其
一贯奉行的所谓“基于实力地位”处
理国际关系。从“购岛”到“我们必
须拥有格陵兰岛”，美国展现出咄咄
逼人的地缘扩张意图。有媒体分析

认为，这是美国对欧洲推进“战略自
主”的“极具挑衅性的压力测试”。

美国“不请自来”的挑衅策略，
体现出其“控制力衰退却权威欲不
减”的心理状态。如今，世界格局深
刻演变。从布鲁塞尔到柏林，从伦
敦到巴黎，欧洲在政治、经济、军事
等领域的自主性探索已是大势所
趋。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政策
研究员托比亚斯·格尔克指出，面对
美国政府的“胁迫”，“欧洲人手里也
有牌，现在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出
牌”。

随着美国施压加剧，跨大西洋
关系裂痕不断加深，近期欧洲领导
人在各方面的“战略自主”表态和政
策正逐渐增多。欧洲对外关系委员
会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欧洲

民众对美国最主流的定位是“必要的
合作伙伴”，而不再是“盟友”。欧洲对
外关系委员会高级政策研究员阿图
罗·瓦尔韦利指出，这一事实表明，欧
洲民众“对华盛顿外交政策议程的信
任已经崩溃”，预示着“跨大西洋联盟
的潜在丧钟”。

挥舞“关税大棒”、觊觎他国领地、
背弃盟友利益……对欧洲而言，美国
的这些行为已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或
者外交霸凌，更是一场对跨大西洋关
系的制度性腐蚀。欧洲在冷战后长期
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但欧美不平
等关系愈加凸显，欧洲各国不得不重
新思考：与其继续依赖反复无常的“老
大哥”，不如重新审视自身实力并认真
布局未来。

（新华社布鲁塞尔3月31日电）

欧 洲 在 苦 涩 中 走 向 反 思
新华社记者 廖 雷

粮食安全与农业发展始终是非
洲各国关乎民生与经济的核心命
题。近年来，中国农业技术跨越山
海，以创新与务实为笔，在非洲大
地书写从“靠天吃饭”到“技术赋
能”的变革篇章。从杂交水稻掀起
的“绿色革命”，到菌草技术激活荒
漠生机，再到合作机制下的双向奔
赴，中非农业合作正以务实举措解
锁非洲大陆的“丰收密码”。

“绿色革命”破解“靠天
吃饭”

在马达加斯加面值2万阿里亚
里的纸币上，一株金黄稻穗展现了
中非农业合作成果。2007年至今，
中国专家团队扎根这片土地，将杂
交水稻试验田产量提升至非洲传
统品种的 2 至 3 倍。截至 2022 年
底，杂交水稻累计推广7.5 万公顷，
数万农户收入倍增，马达加斯加迈
向粮食自给的步伐越来越坚实。

这样的“绿色革命”正覆盖非洲
多国：在尼日利亚，通过中国水稻
技术选育的常规水稻品种，比当地
主推品种增产约 25%，已广泛上市
并供不应求；乌干达引入的狐尾小
米亩产量超本地品种3倍。联合国
粮农组织报告指出，中国通过分享
在水稻生产、农业统计以及气候适
应型农业等领域的知识与专长，积
极助力发展中国家解决农业和粮
食安全挑战。

技术落地的核心在于“因地制
宜”——中国专家根据非洲土壤特
性与气候规律定制方案。在几内
亚比绍，中国农技组采取“技术+物
资”方式，精心编制教材，培训本地
农技骨干；面对马达加斯加稻田虫
害，抗虫稻种成为破局关键。“过去
我们靠天吃饭，现在靠中国技术。”
当地农民道出变革本质。

截至 2023 年底的 10 年间，中
国在非洲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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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达加斯加农业部前秘书长拉库
托松·菲利贝尔说：“这不仅是产量
的增加，更是摆脱贫困的希望。”

技术赋能激活荒漠生机

从毛里塔尼亚首都努瓦克肖特
向东约60公里，撒哈拉沙漠边缘的
伊迪尼村曾饱受黄沙侵袭。如今，
被称为“幸福草”的中国菌草在此
扎根，不仅锁住流沙，更成为牧民
生计的“绿色银行”。牧民阿米尔·
阿卜杜的羊群从瘦骨嶙峋变得膘
肥体壮。“多亏了中国专家，我们终
于能喂养好牲畜。现在，我养了十
只健康的羊，日子有了盼头！”

生态修复的奇迹在非洲旱区不
断延展。在乍得旱季的烈日下，中
国援乍得农业技术项目组组长何
桥生带着团队扎根梅得肯村，通过

筛选适应当地气候的高产水稻品
种，结合节水栽培技术，使 38公顷
试验田年产出 228 吨水稻，远超传
统种植收成水平。“中国农业专家
帮助我们提高了产量，增加了收
入，我们终于能吃上自己种的大米
了！”农民乌玛的喜悦背后，是乍得
大米进口依赖度下降的切实改变。

技术创新正以“双轨并行”破解
非洲农业难题。中国推广的太阳
能杀虫灯减少 20%至 30%农药使
用；在埃塞俄比亚，小型农机具通
过精准耕作减少土地退化，间接增
强农田气候韧性；卢旺达的咖啡种
植户通过中国电商培训直连全球
市场……技术创新正从田间到产业
链全面赋能非洲农业。

从黄沙漫天到菌草成茵，从靠
天吃饭到科技稳产，中国技术以

“生态友好型创新”重塑非洲农业
图景。非盟委员会前副主席莫妮
克·恩桑扎巴甘瓦说，非中合作将
荒漠变为沃土，让非洲自然资源真
正转化为发展优势。

双向奔赴打造共赢未来

2022 年 8 月，非洲鲜食牛油果
首次出口中国，成为中非农业“双
向奔赴”的缩影。2024 年发布的
《中国-非洲国家共建“一带一路”
发展报告》显示，中国已与 23个非
洲国家及地区组织建立了农业合
作机制，签署 72项合作文件，在非

农业投资存量突破10亿美元，200余
家中资企业扎根非洲，从粮食种植到
加 工 贸 易 ，搭 建 起 全 产 业 链 协 作
网络。

在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曾在当
地经济与生产部门担任负责人的欧
内斯特·姆孔戈亲历了这场变革。
2011 年至今，从玉米到大豆项目，他
见证了中国农业大学专家与当地农
民并肩耕作的经历。“他们带着测土
仪走进田间，手把手教我们优化种植
间距，连施肥时间都精确到小时，”姆
孔戈感慨，“从没有外国专家像中国
专家这样勤奋，这些细节让产量翻
倍，真正改变了村庄命运。”

数据显示，2012 年以来，中方累
计向非洲派出45组、432人次农业专
家。与此同时，非洲学员赴华学习农
业技术，借力数字化营销课程实现当
地农产品品牌溢价。从实验室到餐
桌，从技术员到农户，中非以“知识共
享”筑牢互信基石。

当马达加斯加农民捧着金黄的
稻穗，当毛里塔尼亚牧民在菌草田
中展露笑容，当肯尼亚牛油果成为
中国家庭餐桌上的选择，中非农业
合作的“丰收密码”已然清晰——以
平等创新浇灌希望、用共同发展耕
耘未来。正如尼日利亚农民的朴素
总结：“中国技术让我们的土地变成
了金矿，点亮了我们自力更生的未
来。”

（新华社内罗毕/北京3月31日电）

中国农业技术解锁非洲“丰收密码”
新华社记者 许嘉桐 刘阳

在中俄边境，中医服务正掀起一场跨境医疗热。黑龙江
省黑河市中医医院、绥芬河市人民医院里，不时可闻俄语问
诊声；黑河市五大连池风景区内，每年有近万名俄罗斯游客
前来体验中医理疗……以中医保健治疗为主的医疗旅游已

“圈粉”大批俄罗斯游客。
走进黑河市中医医院，门诊部的走廊里弥漫着艾草清

香，中式装修的诊室门前有中俄双语标识。在二楼的国际医
疗部，几位推拿医生正在给俄罗斯患者按压肩颈。

俄罗斯游客梅赫季耶娃·哈利达在黑河市中医医院接受
推拿治疗后，感觉效果非常明显。“我感觉很好，按摩让肩膀
和脖子的疼痛消失了，肌肉也放松了。”

2024年，黑河市中医医院为600多名俄罗斯患者提供了针
灸、刺血拔罐等传统中医疗法服务，开具中药方剂超过300副。

黑河市中医医院院长刘雪松说，俄罗斯患者偏好中医号
脉与汤药调理，风湿骨病、颈椎疼痛等病症的复诊率颇高。

“他们对中医的信任度逐渐提高，治疗后会推荐更多亲戚朋
友前来就诊。”为服务好俄罗斯患者，这家医院于2024年成
立了国际医疗部，组织医护人员学习俄语并聘请专业翻译，
确保与患者沟通无障碍。

不仅如此，黑河市中医医院还大力推动中医文化“走出
去”。医院已与俄罗斯南萨哈林斯克市和位于该市的阿拉利
亚康复中心达成合作协议，将派出4名医护人员协助当地设
立中医体验馆，开展中医推拿服务。

在五大连池风景区，火山全磁环境与天然冷矿泉水形成
独特的康疗养生优势，吸引众多俄罗斯老人前来体验按摩、
针灸等中医理疗。五大连池工人疗养院工作人员说，为满足
康养需求，疗养院升级了基础设施，目前疗养院700多张床
位中，俄罗斯疗休养团占比达40%，行程通常为5到7天。

走进绥芬河市人民医院的挂号大厅，中、俄、英三国文字
导诊标识随处可见。不少俄罗斯患者手持体检单，有的前往
中医治未病室就诊，有的在医疗旅游接待室交流。

俄罗斯游客娜塔莎通过“医疗旅行团”来到绥芬河市人
民医院，在体验后赞不绝口。“在绥芬河体检和治疗都很方
便，还能购物和品尝美食，体验非常棒。”

2024 年，绥芬河市人民医院共接待外籍患者超 1万人
次。今年以来，该院已为超过600人次外籍患者提供诊疗服
务，其中大部分来自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中医针灸、推拿、艾
灸以及基因检测项目广受欢迎。

绥芬河市人民医院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主任刘锡
明说，作为黑龙江省的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医院打造
对俄接待室，提供中医保健操等配套服务，改造盐房体验室，
将治疗与休闲融合。同时，医院还设有远程会诊中心、国际
急诊调度中心，借助“互联网＋医疗”模式，快速响应俄罗斯患者的诊疗需求。

当一名名俄罗斯患者带着中医药包和体检报告满意而归，中医服务的“圈
粉”之路也越来越宽。中俄医疗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不断拓展，跨境医疗热不仅
带动中医国际化，更成为中俄民间交流的纽带。

（新华社中国黑河/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3月3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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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日本东京迎来樱花
季，目黑川畔樱花盛开，引游人
参观游览。

图为 3 月 30 日，一辆电车
驶过日本首都东京目黑川畔盛
开的樱花。

新华社记者 贾浩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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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文章指出，中国
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
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
新动能。必须充分认识科技的战略
先导地位和根本支撑作用，锚定
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
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加快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要建
成的科技强国，必须具备以下基本
要素：一是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
原始创新能力，持续产出重大原创
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二是拥有强
大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有力
支撑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三
是拥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和引领
力，成为世界重要科学中心和创新
高地。四是拥有强大的高水平科技
人才培养和集聚能力，不断壮大国
际顶尖科技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五是拥有强大的科技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形成世界一流的
创新生态和科研环境。

文章指出，要以“十年磨一剑”
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只争朝夕、
埋头苦干，一步一个脚印把建成科
技强国的战略目标变为现实。第
一，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
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完善
党中央对科技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
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
各方面作用，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建设，提高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
第二，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融
合的基础是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融
合的关键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
位，融合的途径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应用。第三，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机制
改革，充分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深化
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统筹各类创新平
台建设，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
织。完善区域科技创新布局，改进科
技计划管理，加快健全符合科研活动
规律的分类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完
善科技奖励、收入分配、成果赋权等激
励制度。第四，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
才事业发展，构筑人才竞争优势。深
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
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
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坚
持以科技创新需求为牵引，把加快建
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作为重中之重，
突出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第五，
深入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推动科技开放合作。深入践行国际科
技合作倡议，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安
全等全球性挑战，让科技更好造福
人类。

文章指出，建设科技强国，是全党
全国的共同责任。要树立雄心壮志，
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
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上接第一版）

机制创新：环保积分激发
参与热情

公堂村创新推出“环保积分奖
励”和评优评先等激励机制。村民
参与环境整治可获得积分兑换生活
用品或公共服务，这一举措有效激
发了村民积极性。环卫队不仅承担
清扫任务，还通过张贴标语、发放手
册、开展主题活动等方式提升村民

环保意识。
藏历新年“古突之夜”，当家家

户户围炉守岁时，环卫队员仍坚持
清理爆竹碎屑。这种示范效应让群
众从“站着看”变为“跟着干”，自愿
参与环境整治的村民明显增多。村
民尼玛次仁说：“这种‘面子+里子’
的双重激励，让环保意识深入人
心。”如今，连放学的孩子都会主动
捡拾路边垃圾，“小手拉大手”成为
村居新风景。

全域蝶变：从环境美到人
心和

3月 28日，记者在公堂村看到，
各个背街小巷干净整洁。环卫队实
行“早晚两扫、全天保洁”模式，实现
日均0.3 吨垃圾“日产日清”。更可
喜的是，环境整治带来“裂变效应”：
自激励制度实施以来，村里乱堆乱
放投诉量下降 90%，矛盾纠纷发生
率同比下降40%。

“过去垃圾随风飘，现在巷道比家
里还干净。环境美了，大家的心气也
顺了。”强旦说。公堂村的实践不仅实
现了环境改善和居民幸福感提升的双
赢，还为城市精细化管理和基层治理
提供了新思路，充分展现了村民自治
的力量。

在乡村振兴的壮阔图景中，公
堂村的实践证明：当党建“红线”串
联起自治珠链，小村落也能奏响治
理现代化的时代强音。这一创新探
索为基层治理注入了新活力，让群
众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得到显著
提升。

公 堂 村“ 小 环 卫 ”撬 动“ 大 治 理 ”
（上接第一版）这是对党员干部思想
理论的一次再教育、再武装，是对纪
律作风的一次再检阅、再提升。逐
字逐句、原原本本重温学习中央八
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绝不是
简单的重复，而是在新时代、新形
势、新挑战下的深刻自省和再出发，
党员干部务必要紧紧围绕中央八项
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聚焦作风
建设的系统性提升，从小事抓起，始
终在“实”字上下功夫，一体推进学
查改，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

有成效。
会议要求，市人大常委会及机关

要严格执行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
区市党委工作要求，确保人大工作始
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要提高
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开展深入贯彻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的重要意
义；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实际效果，
解决突出问题；要做好“结合”文章，推
动人大工作和干部队伍建设高质量
发展。

新华社阿拉木图 3 月 31 日电
（记者郑钰）杜尚别消息：据塔吉克
斯坦总统网站消息，在塔吉克斯坦
总统拉赫蒙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
尔济约耶夫的见证下，塔乌两国于3
月 31 日在塔吉克斯坦第二大城市
苦盏举行互换同盟关系条约批准书
仪式。

塔乌两国总统当天在苦盏举行

双边会谈，就在工业、能源、农业和交
通运输等领域实施联合投资项目的可
行性展开讨论。会谈结束后，两国外
交部长在双方总统的见证下签署了
《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同盟关
系条约》生效议定书并交换了批准书。

2024年 4月 18日，在杜尚别举行
的双边峰会上，塔乌两国总统签署了
该条约。

塔乌两国互换同盟关系条约批准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