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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种子，两次万里奔赴
一方鞋印，传递“种子精神”
“袁隆平老师的脚印终于踩在了马达加斯加的土地上”

A03视点2024年12月28日 星期六 编辑/苏军华 见习美编/沈树 校对/汤吉

【一粒“种子”】
鞋印雕塑不仅是友谊的象征，更是激励

12月，是马达加斯加雨季的开始，大雨带来了充沛
的水分，也带来了生机。这里是非洲最大的杂交水稻种
植基地， 当地还把中国杂交水稻的图案印在了面额最
大的纸币上。

刚刚抵达马达加斯加伊瓦图国际机场， 记者就接
到消息， 马达加斯加总统府粮食主权国务秘书塔西娅
纳希望《袁隆平先生的鞋印》雕塑能够放在他们2025年
筹备的展览馆中展出，“这个展览馆将像隆平水稻博物
馆一样， 重点展示水稻的生长和杂交水稻的发展历
程”。

塔西娅纳表示，马达加斯加是一个农业大国，80%
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袁隆平先生的鞋印》雕塑能够在
展览馆展出，不仅是中马友谊的象征，更是袁隆平院士
‘种子’精神的传承，他将不断激励马达加斯加民众关
注并投身于杂交水稻种植。”塔西娅纳说，“尽管中国和
马达加斯加在地理上相隔万里， 但有了杂交水稻这颗

‘种子’，两国人民的心紧紧相连。”
马达加斯加的经济以农业为主， 水稻是主要农作

物，占该国农业种植面积的一半以上。然而，受制于种
子质量、种植技术、基础设施等多重因素，马达加斯加
的粮食仍依赖进口。

“为实现粮食自给自足，马达加斯加把中国视为发
展的榜样。” 塔西娅纳表示，“中国也曾面临粮食问题，
但因为有了袁隆平这样的伟大科学家， 培育出了杂交
水稻，帮助中国成功走出了困境。马达加斯加希望借鉴
中国的成功经验，通过推广杂交水稻等技术，提升本国
的农业生产水平。” 我们深深怀念

我们一起美好期许

在马达加斯加的广袤土地上， 杂交水稻的稻种
正在奋力向上生长， 诉说着中非友谊与合作的新篇
章。我有幸见证并参与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将《袁
隆平先生的鞋印》雕塑送到这片充满希望的热土上。

初次踏上马达加斯加，我被这里淳朴的民风和
浓郁的自然气息所吸引。在与马达加斯加总统府粮
食主权国务秘书塔西娅纳的交谈中，我深切感受到
了杂交水稻对于马达加斯加人民的重要意义。

“我去过很多次湖南， 并且在湖南杂交水稻研
究中心，参加过杂交水稻技术培训。能成为袁隆平
的学生， 我感到非常荣幸。” 塔西娅纳曾动情地表
示：“看到这个雕塑， 就好像袁隆平老师就在眼前，
他的脚印终于踩在了我们马达加斯加的土地上。”

这句话不仅是对袁隆平院士的深深怀念，更是
对中非友谊与合作的美好期许。

【一个样板】
让更多高产、优质的杂交水稻品种生根发芽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我们不仅要留下
种子，更要留下技术，让杂交水稻真正成为马达
加斯加农业发展的‘金钥匙’。”胡月舫说，实打实
的稳定、高产，让越来越多当地人接受中国杂交
水稻，“如今，提到杂交水稻，马达加斯加人直呼

‘擦拉贝’（当地语，意为‘最好的东西’）”。
今年12月5日，中国－马达加斯加杂交水稻

“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在塔那那利佛揭牌，项目
由中国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马达加斯
加塔那那利佛大学农学院联合共建。项目实验基
地，仍落地在马义奇镇。

“这次合作对于马达加斯加来说， 是一个前
所未有的机遇。” 塔那那利佛大学农学院院长舍
埃罗在采访中表示，“目前， 我们已建立起1公顷
的杂交水稻种植研究基地，专注于选育更适应马
达加斯加本土环境的杂交水稻品种。我们期待未
来能有更多先进设备投入使用，加速这一选育过
程，让更多高产、优质的杂交水稻品种在这里生
根发芽。”

中国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李莉
说：“和院校联合共建实验室目的，是计划将其打
造为面向非洲的杂交水稻技术创新中心、专业人
才培养摇篮、国际科技成果转化基地以及‘一带
一路’ 倡议共建国家间的国际科研合作示范样
板。”

【一颗初心】
扎根马达加斯加17年，做合格的农业技术员

2006年，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承诺
在非洲建立10个有特色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 马达
加斯加杂交水稻示范中心是其中之一。

2007年，春风化雨，中国援助马达加斯加杂交水稻
示范中心项目启动。湖南省农科院牵头、湖南企业袁氏
种业参与，在马达加斯加进行杂交水稻技术援助。

2019年， 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马达加斯加
南南合作项目启动， 覆盖杂交水稻从育种到销售全
产业链。

而这一切的起点， 便是在首都塔那那利佛西郊
马义奇镇的一片杂交水稻种植基地， 这里承载着中
马杂交水稻合作的初心。

12月16日，记者抵达基地时，正值烈日最盛的时
候。在基地工作了17年的中国杂交水稻专家胡月舫，
带着一群非洲徒弟，在田间忙着耕地、蓄水、撒种。

2007年，胡月舫带着袁隆平院士“把杂交水稻推
广到全球，让非洲人民吃饱饭”的嘱托，不远万里来
到马达加斯加传授杂交水稻技术，这一待就是17年。

“杂交水稻在马达加斯加的推广，并不是一帆风
顺的。”胡月舫站在田埂上，望着眼前这片即将被赋
予新生的秧田颇有感触，“这里的气候、 土壤条件与
中国大不相同，我们需要不断地试验、调整，才能找
到最适合这里的种植方法”。

在袁隆平院士指导下， 胡月舫和其团队成功培
育出3种适合当地土壤气候的高产杂交水稻种子。使
用后，水稻产量最高达到每公顷10.8吨，远高于当地
水稻品种产量2—3倍。

2023年4月26日，马达加斯加马义奇杂交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农民将稻穗高高举起，用力摔打，饱满的谷粒与
爽朗的笑声一起飞扬。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辜鹏博 摄

马达加斯加青少
年手持《袁隆平先生的
鞋印》雕塑。 曾冠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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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的广袤土
地上，一粒粒杂交水稻
的种子，正在奋力向上
生长。如今，一方鞋印，
又将袁隆平院士的“种
子精神”， 印刻在了马
达加斯加的泥土之上。

从冈比亚农场主的感恩馈赠， 到中国专家十七载
的坚守付出，中非情谊在杂交水稻的叶脉间流淌。
12月，三湘都市报记者带着《袁隆平先生的鞋印》雕
塑，万里奔赴非洲马达加斯加，实地记录中非“相
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的深厚友谊。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曾冠霖 视频 宋科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