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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中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友好关
系，有一段农业合作佳话传颂了多年。
2000 年 5 月 16 日，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高
地省省长拉法纳玛访问中国福建，双方签
署了建立友好省协议书和《福建省援助东
高地省发展菌草、旱稻生产技术项目协议
书》。从那时起，福建省农林大学菌草技术
和旱稻宿根栽培技术发明人林占熺带领专
家组艰苦奋斗，克服重重困难，在巴布亚新
几内亚成功推广了菌草技术和旱稻宿根法
栽培，为当地村民脱贫增收作出了贡献，与
当地民众结下了深厚友谊。巴布亚新几内
亚前国防部部长卡拉尼为表达对菌草技术
的感谢之情，为女儿改名为“菌草”。

沿着中国巴新友好合作的足迹，两国
农业合作如今又将翻开新的篇章。福建省
援助巴新东高地省的旱稻和菌草项目取得
成功，激励着两国农业合作走向深入。特
别是“一带一路”倡议延伸到南太平洋岛
国，一批农业企业带来了先进技术和资金，
帮助巴布亚新几内亚农业朝着现代农业迈
进。今年 5 月份，中铁国际与巴新农畜业

部、东高地省、西高地省正式签署了土地
使用权转让协议，共计 6000 余亩土地、
使用期限99年，用于建设“一带一路”中
国—巴新农业产业园核心区，按照规划，
该产业园计划建成集种植、养殖、深加
工、检验检疫、进出口许可、自主报关等
于一体的综合性农业示范园区。

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处赤道，气候终
年温和，土地肥沃，雨水充沛，生产条件
十分优越。这里不仅出产世界上品质最
好的咖啡和可可，还有格外香甜的热带
水果和香草等。其咖啡广为人知，品牌
知名度颇高，但由于加工条件受限制，目
前年产量仅7万吨，供不应求。当前，巴
布亚新几内亚农业发展状况还较为落
后，土地和资源都严重开发不足，具有巨
大的发展潜力。

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传统农业国家，

有 800 万人口，大多居住在农村地区。当
地人主食有番薯、木薯、土豆、玉米、芋头
等，每年要进口大量大米，几乎所有的加工
食品都靠进口。由于气候土壤条件好，大
多数农作物甚至无需打理。热带水果也是
当地人的重要食物，如香蕉、西瓜、木瓜、芒
果、椰子等，食用之余还可以出口，这也是
其外汇的一个重要来源。目前，巴布亚新
几内亚具备了初加工能力，但由于交通运
输不便，很难形成规模效益。以椰子为例，
巴布亚新几内亚每年生产40多亿个椰子，
除了部分供本地人食用，当地目前的加工
能力只能加工6亿多个，用于生产椰干，其
余都白白浪费了。

数据显示，农业产值占巴布亚新几内
亚国内生产总值的27%，因而发展农业、提
高农业生产水平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有着
重要意义。为此，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

尼尔提出，未来5年重点发展农业，并将今
年年度政府预算中农业领域预算提高到
6.659亿基纳，同比增长72%。还设立了总
额达 1 亿基纳的农业商业化基金，其国家
开发银行也提供了1亿基纳用于农业中小
企业贷款。其他资金扶持项目还包括农业
生产伙伴计划、建立国家养牛场、可可和咖
啡运费补贴、咖啡果甲虫防治等。此外，巴
布亚新几内亚政府还决定在税收政策上给
予优惠。例如，农业领域投资可享受10年
免税；农业科研和农业服务的支出可享受
150％税前扣除；农村企业所得税率下调
为20％等。

今年，巴布亚新几内亚将主办 APEC
峰会，奥尼尔称这是百年不遇的历史性机
会，将极大地推动巴布亚新几内亚经济社
会发展。近年来，中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关
系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双方政治互信和互
利合作都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特别是经
贸投资合作方兴未艾，取得了长足进步。巴
布亚新几内亚是首个与中国签署“一带一
路”建设谅解备忘录的南太平洋国家，双方
在农业投资、农产品加工开发、技术合作和
培训等方面都取得了积极进展。相信随着
两国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战略伙伴关系
进一步深化，两国农业合作将大有可为。

土地肥沃 潜力巨大

中国巴新农业合作迎来新机遇
本报驻堪培拉记者 翁东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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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英法两国政府官
员及行业代表在伦敦举行会
谈，就两国间渔船在法国北
部塞内湾捕捞扇贝规则达成
共识，妥善解决两国面临的
渔业冲突。

不久前，英法渔民在捕
捞作业过程中发生冲突，超
过 30 艘法国渔船在塞内湾
公海水域围堵 5 艘英国渔
船，阻止对方捕捞扇贝。双
方发生了冲突。事后，法英
两国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召
开协调会议就两国当前捕捞
规则展开磋商。法国媒体对
此事也给予了高度关注，并
称之为法英两国间的“扇贝
之争”。

法英两国渔民曾多次因
捕捞扇贝发生冲突，法国政
府为保障渔业资源规定每年
5 月 15 日至次年 10 月 1 日
为扇贝禁渔期，法国渔民对
此必须遵守。但是，英国政
府则允许渔民常年作业，这
也使得英国渔船可在距法国
海岸线 12 海里以外的公海
作业，且无任何船只大小限
制。虽然法英两国每年都会
就渔业捕捞规则举行谈判，
法方也多次要求英国渔民遵
守法国的禁渔期，但只针对
长度 15 米以上渔船作业的
规定在法国渔民看来是一个漏洞，对法方渔民并不公
平，这也是导致两国渔民爆发冲突的原因之一。

同时，也有法国舆论担心，发生在英国脱欧这一敏
感时期的法英“扇贝冲突”将使脱欧谈判更趋复杂。法
国《回声报》指出，作为坚定的“脱欧支持者”，英国渔民
始终希望利用脱欧谈判重新获得有利的捕捞海域，也
希望借此施压英国政府在谈判中争取渔业和特定水域
准入的优惠条件。对于与英国隔海相望、渔业资源毗
邻的法国而言，此举无疑将给法国渔民利益带来冲击，
这也是“扇贝冲突”发生后，法方一度强硬表态的主要
原因。

所幸最后双方还是达成了共识。法国全国渔业理
事会主席杰拉德·罗米提在日前的协调会结束后表示：

“法方决定更新有关长度 15 米以上渔船捕捞规则的
2017 年协议，并对长度在 15 米以下渔船的捕捞规则
与英方达成了原则性协议，将向英国渔民提供补偿。”
英国环境与农业事务部随后发布的公告也显示，英法
两国政府就相关渔船捕捞规则达成了协议，并将更新
原有规定。法国农业部主管渔业资源的部长特拉维随
后指出：“扇贝资源是法国渔民多年来投资维护的资
源，为了长期确保渔民利益，法英两国就相关规则达成
协议很有必要。”

湖南多项非遗
亮相波兰

“湖湘风华·盛放东

欧”湖南—波兰非遗交流

周日前在华沙开幕，9 位

非遗传承人现场制作手工

艺品，吸引了当地很多参

观者。图为人们观看苗族

银饰的制作。

新华社记者
石中玉摄

本报胡志明市电 记者崔玮祎报道：
由中国文化旅游部联合越南文化体育与旅
游部主办的 2018 年中越旅游合作发展会
议日前在越南胡志明市举行。

中越双方在会议上就各自在旅游管
理、游客安全等方面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开展交流，并推介各自国家的旅游产品，双
方表示将进一步规范各自旅游市场，进一
步促进中越旅游发展合作。

据了解，中国连续多年成为越南最大
旅游客源国，2017年中国赴越旅游人数达
到 400 多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 100%。
与此同时，越南近年来赴华旅游人数增长
迅速，并成为中国重要的旅游客源市场
之一。

中越将进一步加强旅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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