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杂交水稻种子入非之

旅，缘于一次会议。

2006 年，在北京举行的中

非合作论坛峰会上，中国政府承

诺，在 3 年时间内，为非洲援建

10 个有特色的农业示范中心。

湖南省农科院于 2007 年 8

月获批承担“援马达加斯加杂交

水稻示范中心”项目，并引荐了

袁氏种业，共同在马达加斯加推

广杂交水稻。

2008 年，袁氏种业组成了7

人的专家团队踏入马达加斯加。

李艳萍是团队中唯一的女性。

“与很多非洲大陆国家主要

种植玉米、木薯等农作物不同，

大米是马达加斯加人的第一主

食。”6月22日，在长沙接受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采访的李艳萍

介绍，马达加斯加是非洲第一大

岛，当地自然条件非常适合种植

水稻。

然而，由于缺乏优质的水稻

种子和成熟的种植技术，当地

水稻产量十分低，平均亩产不到

200 公斤。

带着优质杂交水稻种子和先

进技术的中国专家来到马达加斯

加后，原以为会受到热情欢迎，

没想到一开始就被泼了一盆“凉

水”。

“从政府到农民都不相信我

们，他们认为杂交水稻不可能有

那么高产量。”李艳萍说，马达

加斯加的第一水稻产区在安巴通

德拉扎卡，那里土地肥沃、气候

温暖，最适合做杂交稻试验田。

可是因为当时相关部门不信任、

不配合，中国专家团队只好到东

海岸的塔马塔夫另觅良田，租地

试种。

“我们憋着一股劲，决心要

用事实说话。”李艳萍说。

试验开始后，中国专家们

才发现，这里存在诸多不利条

件——飓风经常登陆，暴雨说

来就来，海拔低导致极容易积

水，基础设施落后……

 “我们当时是在一个叫安

德桑巴鲁的村里，没有电，没有

自来水，没有通信网络。用水要

去一公里外的取水点，用电要靠

一块小小的太阳能充电板，打电

话要到15 公里外的镇上才有信

号。”

李艳萍对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说，虽然她是农村出身，但这

里乡村条件的艰苦仍然超出了她

的想象。

他们租到的 5 公顷田也大多

是荒废已久的冷浸田、沼泽地，

泥土下面还有树根。

不过，中国专家在逆境中展

现出了令人钦佩的奋斗精神。

他们像农民一样扛起锄头开

垦挖渠、开沟沥水，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让荒地变成了良田。

2012 年，由李艳萍所在团队

最终选育的 3 个品种，通过了马

达加斯加政府的审定，这是中国

首个在非洲培育成功并通过当地

政府审定的杂交水稻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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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0到7万公顷：杂交水稻如此结交非洲岛国
李艳萍的青春，就是一粒杂交水稻种子漂洋过海、造福非洲的故事。
15 年前，23 岁的中南大学法语专业毕业生李艳萍，作为湖南袁氏种业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袁氏种业”）唯一一名外派女

性，带着推广杂交水稻的使命，第一次踏上马达加斯加的土地。
如今，马达加斯加这个非洲最大岛上已种植 7 万多公顷的杂交水稻。
15 年来，她和专家团队一起在这片土地推广中国杂交水稻，挥洒汗水和青春，也成就了岁月芳华。

现在，中国杂交水稻在全岛

推广面积已有 7万多公顷，平均

产量达到 7 吨 / 公顷，为当地品

种平均产量的 2 倍多，最高产量

可达 12 吨 / 公顷。

马达加斯加已成为杂交水稻

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非

洲国家。

在马达加斯加最大面额的纸

币上，印着一株饱满的杂交水稻，

以此铭记杂交水稻为该国粮食

安全所作的贡献。

  “我们测算过了，一户农户

种植1公顷杂交水稻，就可以解

决基本的生活保障问题。”袁氏

( 马达加斯加 ) 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总经理张立军介绍。

2010 年，袁氏种业在马达加

斯加设立袁氏（马达加斯加）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配合湖南省农

科院实施杂交水稻技术推广，并

计划在马达加斯加选址建设更

大的育种基地。

 “新基地规划 2000 公顷，

可年产优质种子 5000 吨。价

格比 进口降 低 30% ～ 40%。”

李艳萍算了一笔账，5000 吨种

子能种植 20 万公顷，按每公

顷增产 3 吨算，一年能增产 60

万吨，将弥补马达加斯加的粮

食缺口。

一粒小小的杂交水稻种子，

改变着马达加斯加，也伴随着李

艳萍成长。

李艳萍的丈夫也是专家团队

的成员，孩子也在马达加斯加长

大，如今她已是袁氏（马达加斯加）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马达加斯加是我的第二

故乡！”李艳萍说，“我用我的

青春见证了杂交水稻技术走出国

门，帮助马达加斯加人民实现粮

食增产增收的历史过程。我更自

豪，在推动实现袁隆平院士的‘杂

交水稻覆盖全球梦’里也有我

小小的力量。”

眼下，中国农业专家们依旧

奋斗在非洲广袤的田野里。

6月6日上午，湖南省

政府新闻办在长沙召开第

三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

会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

湖南支持种业企业在非洲

16 国成功试种杂交水稻，

并在 11国开展育种、高产

示范、规模化种植和技术

转让合作，实现杂交水稻

商业化。

自2018 年以来，隆平

高科积极开展农业技术培

训，为非洲50多个国家累

计培训农业技术人员1000

人次。

除了推广种子、培训

种植技术，在非洲当地承

包土地耕种，是湘企帮助

非洲人民提高本土粮食产

量的另一种方式。

2021年第二届中非经

贸博览会上，袁氏种业子

公司袁氏福稻与中资企业

共同签署《安哥拉杂交水

稻综合开发产业园合作协

议》。袁氏种业为对方的1

万公顷的现代化农场提供

杂交水稻种子及配套技术

合作，合作运营安哥拉杂

交水稻农场项目。

今年 4月，安哥拉产

业园项目一期 600 公顷高

产杂交水稻便开始收割，

平均产量达到8.18 吨 /公

顷。

据袁氏种业相关负责

人介绍，未来三年，安哥

拉产业园项目预计将扩大

至 20000 公顷，年产水稻

达 20万吨，可为当地创造

2000 个就业岗位。

今年的第三届中非经

贸博览会，安哥拉农业部

部长与马兰热省省长将来

长沙参会，除了推进安哥

拉产业园项目，他们也希

望通过博览会与更多的中

国机构建立合作关系。

艰难的开始

朴素的情谊
北边的安奇拉纳纳、南边的

图利亚拉、中部的安巴通德拉扎

卡、东海岸的塔马塔夫、西海岸

的穆龙达瓦……马达加斯加岛上

每一个重要的水稻种植区，都留

下了中国援非农业专家的足迹。

在中国专家的示范带动下，

当地农民逐渐接受了杂交水稻

种子和中国种植理念。

“其实，这 15 年来，我们在

马达加斯加推广杂交水稻的过

程，还遇到了很多数不清的‘状

况’，就像在不断打怪升级。”

李艳萍说，语言不通，最初

和当地农民交流只能靠手势，专

家们就努力去学当地的语言；当

地还有特殊的风俗习惯要遵守。

“比如，有个地方是不能举

起手来扬谷子的，按他们的说法

是扬谷子就会下

冰雹。”李艳萍说，

“虽然有些习俗我

们 不太 能 理 解，

但要适应。”

投之以桃，报

之以李。

“当地人只要

在路上碰到我们，

就会友好地称呼

我们为‘中国朋友’。”李艳萍说，

当地人对来自中国的农业专家非

常尊重，如果发现他们遇到困难，

绝不袖手旁观。

中国专家们经常要开着车去

全岛各地培训试种，但当地的道

路多是土路，如果遇到下雨就

很泥泞，车特别容易抛锚。

“你知道很神奇的是什么吗？

只要发现我们的车在路上遇到麻

烦，马上就会一传十、十传百地

来很多当地人，帮我们推车，或

者帮我们去找维修工具，而且从

不收费。”

多年来，在马达加斯加农业

部举行的丰收仪式上，李艳萍等

人还收到了当地给最尊贵客人的

“大礼”——一筐沉甸甸的水稻。

不断的突破

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章清清

在马达加斯加马义奇杂交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当地农
民为杂交水稻点赞。

2021 年，李艳萍在马达加斯加马义
奇杂交水稻高产示范基地查看秧田
生长情况。

数说湘非 情

扫一扫，
分享更多精彩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