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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華德楊華德（（左左））將中國雜交水稻種植技術帶到將中國雜交水稻種植技術帶到
非洲非洲。。 香港文匯報四川傳真香港文匯報四川傳真

2020 年 5 月 17 日，四川省威遠

縣的一對新人步入了新婚殿堂。由

於疫情阻隔，本該是這場婚禮男方

家屬代表的楊華德，卻只能在布

隆迪以視頻的形式為兒子兒媳送上祝福。

楊華德的這份遺憾，在布隆迪以另外一種形式

得到了「彌補」。曾經家境貧寒的艾力斯特，在

楊華德和同事的培養下成為當地的水稻專家，成

家時特意邀請中國專家組參加婚禮，想讓自己的

家人朋友看到是誰幫他走到了今天。婚禮後，艾

力斯特受布隆迪總統委託，前往剛果（金）擔任

3,000公頃土地的技術負責人，

把學到的技術分享給更多人。

而艾力斯特只是楊華德「授

人以魚，也要授人以漁」的一個

縮影，「專家組只有八個人，光

靠我們自己的力量遠遠不夠。」

於是，楊華德和同事們從當地層

層考核選拔了一批年輕人，經過

三年左右的理論和駐示範村實踐培

訓，讓他們成為青年帶頭人，再由

他們去輻射更多的農戶，建立起一

個技術推廣體系。

恩達伊克基是楊華德在各種交流分享時常常提

及的一位青年帶頭人。2016年專家組在選擇試驗

地時，偶遇這個待業在家的「90後」大學畢業

生。因為英語水平好，他被選定為農業技術員，

協助專家組工作。「我們教他怎麼種雜交水稻，

也教他農技推廣和群眾工作的經驗。」

「授人以魚，也要授人以漁」
一年後，恩達伊克基蓋起了新房，還作為當

地技術負責人，配合中國專家組帶領示範村全

體村民脫貧，並獲得去中國考察學習的機會。

如今，恩達伊克基已成長為布隆迪最年輕的

「政壇新星」和全國經濟發展領導者之一，以

自己的經歷證明了種田不僅可以致富，還可以

改變自己的村莊、國家和命運。為了表達對楊

華德的感激之情，恩達伊克基將自己第一個孩

子的中間名取為「Yang（楊）」。

目前，中國專家組已經培養了百餘位青年帶頭

人。在楊華德看來，非洲的絕大多數問題都要靠

發展來解決，大量的援助資金和項目當然需要，

但更需要非洲自身的發展。「我們要做的工作更

多是『授人以漁』，引導他們把資源整合起來，

激發自身發展活力，這才是根本。」

「當我看到布隆迪的孩子挨餓失學
時，就覺得他們的現在是我的昨天，真
心想幫幫他們。」經常有人問楊華德，
為何選擇援非？他總是說，「因為我們
自己淋過雨，所以更想替別人打把
傘」。
1964年9月，楊華德出生在四川省內

江市隆昌縣雙鳳鎮的一個鄉村，父母都
是農民，幼年和少年時代也是在吃了上
頓沒下頓中度過。他還記得，上個世紀
七十年代，村裏的水稻產量很低，當時
的隆昌縣農業局派了一個農業技術人員
到村裏駐點，指導解決水稻種植技術問
題，當年就讓村裏水稻產量實現翻番，
大家也吃上了飽飯。
「我們用櫃子來裝稻穀，父親拍着那
個櫃子說，去年我們還沒有裝到一半，
今年我們裝滿櫃子都還有多出來的，這
個農技員不簡單。」楊華德回憶說，當
年的經歷讓他萌生了學農的想法，希望
成為一個能讓農民走出困境的人。
1983年7月，楊華德從綿陽農業專科

學校農學專業畢業，正式加入農業「大
家庭」，開始奔走在田間地頭，圍着老
農技專家「打轉」，不斷積累經驗，提
升本領。作為廣西大學86級作物遺傳育
種研究生，楊華德1989年學成歸來後，
更是一頭扎進「三農」事業中，在雜交
水稻科研之路上奮鬥至今。

中國經驗在非洲適用性更強
在援助莫桑比克和布隆迪的十餘年間，
楊華德發現非洲的農業發展和中國有很多

相似性，中國經驗在非洲的適用性更強。「我們上世
紀八十年代解決吃飯問題，一是靠『包產到戶』的政
策，二是靠雜交水稻為代表的科學技術。非洲現在要
解決吃飯問題，一樣也是靠這兩樣東西。」
在楊華德看來，專家組不僅要教布隆迪當地人怎
麼種莊稼，更要從宏觀角度給予技術指導和發展建
議、發展思路，「中國農業和農村工作經驗豐富，
而非洲的農業很有發展潛力，只要因地制宜，將中
國經驗與當地實際條件有機結合，援助工作就會有
很大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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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農技員將孩子中間名取為「Yang（楊）」

北京時間4月8日晚，當家

鄉親友和同事們在「感動中國2023年

度人物頒獎盛典」看到楊華德的獲獎消息時，

這位水稻專家正在午後的布隆迪開展雜交水稻育秧培

訓。從2015年開始，中國援布隆迪高級農業專家組組長

楊華德和同事們優選審定的品種和帶去的種植技術，讓布隆

迪的水稻單產增長三倍左右、總產量增長了約四倍，不僅大

大緩解了當地的吃飯壓力，更改變着越來越多人的生活。

按照計劃，第六期援布隆迪高級農業專家組項目今年1月

開啟，還有幾個月就到退休年齡的楊華德心繫項目，決定

延遲退休，第四次赴非援布。「如果能夠把雜交水稻推

廣到10萬公頃，基本上就把布隆迪的糧食問題解決

了。從時間上來講，大概在2029年吧。」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向芸 四川報道

中中國國點讚點讚

早晨 5 時
起床，每天

工作10個小時以上，平
均每個月25天以上在田間……在布
隆迪的近九年時間裏，楊華德一直執行着這樣的
作息時間和行程計劃，「你沒有一手的資料，沒
有一手的試驗研究，就不可能拿出任何技術指導
意見或者規範。」
布隆迪並非楊華德援非的第一站。2013年10

月，他受原農業部選派，首次踏上非洲大陸。圓
滿完成援莫桑比克任務後，楊華德主動申請加入
中國援布隆迪第三期高級農業專家組，並兩次申
請延長援助布隆迪時間。

生產工具基本是「一把鋤頭一雙手」
位於非洲中東部的布隆迪，境內多高原和山
地，9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農村。北京大學非洲
研究中心副秘書長王進傑近日坦言，研究團隊在
非洲看到的當地最大問題就是溫飽問題，工作和
生活條件都非常艱苦。
「農民窮到什麼程度？一天吃一頓或者吃兩
頓，晚上都是餓着肚子上床，很多孩子不能上
學，村裏的房屋又破又舊。」回憶對布隆迪的第
一印象，楊華德總會這樣說，「當地農業生產條
件極為落後，生產工具基本就是『一把鋤頭一雙
手』，存在嚴重的糧食安全危機。」
此後的半年，楊華德和同事們走遍了當地15個
水稻種植省份，發現農業投入嚴重不足、生產技
術落後、稻瘟病流行、種植不規範等問題交織疊
加，使平原區和山區水稻平均產量分別只有2.8
噸/公頃和1.8噸/公頃。「但布隆迪光熱條件豐
富，有134萬公頃可用耕地，只要採用良種、良
法種植水稻，把資源和生產要素優化整合起來，
完全可以解決其溫飽乃至貧困問題。」

創造13.86噸/公頃非洲水稻高產紀錄
從到達布隆迪開始，楊華德就一直在「闖關」。

2016年4月，他從國內優選七個雜交水稻品種到布
隆迪試種，但這裏靠近赤道，水稻生長周期只有
120天，這意味着在國內已成熟的栽培技術體系需
要系統性調整，「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借鑒」。同
時，此前不少外國專家在布隆迪進行的增產實驗都
未能成功，村民們對中國專家也並不信任。
楊華德帶領專家組根據品種特性，結合布隆迪實
際，從育秧、施肥、規範化栽培進行技術升級，制
定試種方案，並在實施過程中根據田間表現研究制
定布隆迪雜交水稻生產技術規範。最終，試驗田平
均每公頃水稻產量達10噸，超出當地平均產量三倍
多，其中一個超級稻品種還創造了每公頃13.86噸
的非洲水稻高產紀錄。這一結果在當地引起了轟
動，村民們都覺得「像魔術一樣」。
為了進一步驗證雜交水稻在布隆迪推廣的可行
性，專家組連續開展了三期以技術完善為主體內
容的示範，均獲得成功，產量穩定在10噸/公頃
左右，「川香優506」成為在東非審定的第一個
雜交水稻品種。
同時，專家組還以低海拔縮短生期技術，採用
「純化+異地」方式，成功破解了低溫影響導致

結實率低的歷史難題，
有效解決了布隆迪中、高海

拔區水稻品種稻瘟病抗性、黃葉症
藥劑得不到保障等問題。

首創示範村模式 農民嘗到甜頭
試驗階段解決技術問題，但進入擴大示範階

段後，投入就顯得尤為關鍵。「農民要買種子
和肥料，沒有錢怎麼辦？專家組可以提供一季
的農資，但之後呢？」這些問題一度讓楊華德
很頭痛。
2018年，中國專家組在布隆迪布班扎省吉漢
加縣林格四村設立首個水稻減貧示範村，啟動
了雜交水稻在布隆迪的示範推廣。為保證當地
農戶的可持續種植，楊華德帶領專家組首創了
「生產性投入基金模式發展雜交水稻（脫貧減
貧）示範村模式」，即專家組與當地有關部門
合作，成立雜交水稻示範生產投入基金，為農
民提供第一季種植雜交水稻所需的農資，農民
收穫後將收成的一部分注入到基金中，集中起
來作為下一季的投入。
這一模式很快獲得成功，嘗到甜頭的農民自覺

自願交基金，並積極投入生產。如今，林格四村
的水稻單產增長136%，人年均擁有糧食900多公
斤，全村實現了脫貧。

示範村水稻總產量三年增365%
不管是項目榮獲「第四屆全球減貧案例徵集活

動」最佳減貧案例，還是成為第一位獲得布隆迪
「國家功勳成就獎」的外國專家，抑或是當選
「感動中國2023年度人物」，楊華德都顯得很是
淡然。
但布隆迪的變化卻讓楊華德更為高興。短短幾

年時間，雜交水稻種植成功推廣至布隆迪14個省
56個示範村，水稻產量由平均每公頃3噸提升至
10噸，水稻種植純收入從原先每公頃不到400美
元上升到現在的2,700美元；中國援助布隆迪示
範村水稻總產量三年間增幅達365%，直接受益
人口達3.9萬人，很多低矮破舊的房子變成了漂
亮的二層小樓……目前，「示範村建設」和「青
年帶頭人培養」等模式已在非洲推廣至津巴布
韋、聖多美和普林西比、布基納法索等國家。

鼓勵年輕人到非洲看一看闖一闖
如今，中布農業合作進入成果爆發期和攻堅
期，楊華德選擇了繼續留在布隆迪，也鼓勵年輕
人到非洲看一看、闖一闖。「現在到布隆迪，大
家會發現很多不同的機遇。我們將對標布隆迪
2029年實現糧食安全、建成區域性水稻強國
目標，在加大示範村建設的
同時，把工作重心轉移到
水稻技術推廣和種子工
程上來。希望布隆迪
能在專家組的支持
下，通過我們的技
術援助，解決國家
貧困和糧食安全問
題。」

農 業 援 非四川之「最」
◆作為中國農業援外的「主力軍」之一，四川

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就開始派遣專家參與非洲

農業發展，是全國農業援外歷史最長、派出

專家最多、取得成效最大的省份之一。四川

向非洲國家派遣專家主要是南南合作項目和

援非高級專家項目。

◆南南合作項目共派出 147 名農業專家。其

中，自1997年8月起至2006年1月，先後向

埃塞俄比亞項目派遣了八批32名專家；在尼

日利亞一期項目，派遣43名專業技術人員，

涉及農業、水產、畜牧、養蜂；烏干達項目

第一期於2009年啟動，由四川省為主實施，

2012 年至2014 年共派出23 人，包括畜牧、

水產、農學、園藝領域的六位專家和17位技

術人員。

◆援非高級專家項目，共外派80名農業專家。

其中，2007年至2015年赴非洲國家高級農業

專家項目共19人次；2015年以來援布隆迪高

級農業專家項目第三至六期項目共16人次；

2018年12月以來援莫桑比克高級農業專家項

目第三、四期共五人次；2001至2019年援埃

塞俄比亞農業職業教育技術援助項目教師31

人次等。

◆楊華德（中）在田間做指導。 香港文匯報四川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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