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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技术助力乌兹别克斯坦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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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第

四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并发

表重要讲话，对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作出

全面部署，强调“要重点推进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机制建设”。

2013 年 以 来 ，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

为现实，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到

精耕细作的“工笔画”，在机制建设

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随着共建“一

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进

一步推进机制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

意义。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扩大对外

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当前，我国正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推进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机制建设，有助于我国

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拓

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增强经济

开放的活力与韧性。同时，有助于促

进我国与共建国家生产要素有序流

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把

世界多样性和各国经济互补性、差异

性转化为发展动力和活力，为推动我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提升共建“一带

一路”合作水平源源不断地注入强劲

动力。

共建“一带一路”是国际社会开展

务实合作的重要实践平台。推进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建设，有助于

为各相关方提供清晰明确的行为指

引，保障合作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充

分激发各方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积

极性。同时，有助于我国在更广领域、

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深化与

共建国家合作，同各国发展战略、区域

和国际发展议程进行有效对接，推动

实现更高合作水平、更高投入效益、更

高供给质量、更高发展韧性。

近年来，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

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局

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在此背景下，推

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必须

妥善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正确处理增强共建国家获得感和坚持于

我有利的关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建设，有助于推

动建立各方平等参与的协商机制，构建起符合各方长远利益、契合

国际社会共同发展需求的规则体系，切实保障我国海外利益安全，

让各方在合作中都能获得公平利益，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

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乘历史大势而上，走人间正道致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

境，中国将与各方携手同心、行而不辍，共同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机制建设，进一步提升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质效，共同建设

一个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

2024 年 1 月 24 日，中国与乌兹别克斯

坦共同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兹别

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指出：中乌双方一致

同意在智慧农业、节水灌溉等领域开展合

作。中乌在节水农业领域的合作得到了两

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

经过多年耕耘，“中—乌干旱区绿洲节

水灌溉技术研发与示范”合作项目顺利开

展，极大推动乌兹别克斯坦的农业可持续

发展，并为中亚相似地区解决类似问题提

供了宝贵经验。

深入调研定方向

为促进本国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应

对气候变化、减少生态破坏，中亚国家普遍

走在绿色转型的道路上。但受限于资金和

技术等条件，绿色转型之路对于中亚国家

而言并非坦途。

乌兹别克斯坦全国耕地面积达 6000 多

万亩，但仅有 5%的农田采用节水技术，农

业用水效率低、农民节水意识不强、设备生

产能力落后、科研实力薄弱、技术人员不

足，严重制约了乌兹别克斯坦农业和社会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新疆和乌兹别克

斯坦同处内陆干旱区，水资源匮乏且时空

分 布 不 均 ，农 业 用 水 超 过 总 用 水 量 的

90%。相似的环境禀赋为新疆先进滴灌技

术、节水产业体系在乌兹别克斯坦推广提

供了有利条件。

2020 年开始，石河子大学刘洪光教

授、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李发东研究员、新疆天业集团、新疆惠

利灌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乌兹别克

斯坦国立大学拉希德·库尔马托夫教授

等人多次召开了以“中—乌干旱区绿洲

节水灌溉技术研发与示范”为主题的线

上研讨会和培训会议。2023 年 6 月，项目

团队成员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咸海流域和

锡尔河流域进行了调研，行程超过 3000

公里，重点调研了盐碱地区的生态环境

状况、农业水土资源开发情况以及灌溉

技术的应用情况。调研成果表明，由于

落后的灌溉技术，乌兹别克斯坦面临严

重 的 区 域 土 壤 盐 碱 化 和 盐 尘 暴 等 问 题 。

因此，全面推广先进的灌溉排水技术成

为乌兹别克斯坦未来灌溉农业和生态环

境健康发展的主要方向。

成果转化显成效

在确定推广灌溉排水技术对乌农业及

绿色转型具有重要作用后，中乌双方迅速

在该领域展开务实合作。在中方的指导

下，乌兹别克斯坦对中方节水灌溉系统进

行了室内模拟和田间节水灌溉试验，对数

据资料进行收集和整理，同时组织相关人

员开展培训。通过改进泵前浮式自清洗无

压滚筒过滤设备，研制适用当地多沙河流

的多级沉沙沉泥装置，项目形成了适合乌

兹别克斯坦的农业灌溉系统布置方案和管

理模式，为中亚农业节水提供中国方案，切

实响应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截至 2024 年初，“中—乌干旱区绿洲节

水灌溉技术研发与示范”项目在乌兹别克

斯坦推广滴灌面积达 2000 公顷，农田用水

效率提高 40%以上，作物产量提升 20%至

40%，培养节水灌溉技术人员累计 1000 余

人次。新疆天业集团等中资企业在乌兹别

克斯坦积极开拓农业节水市场，初步形成

了以中国技术为核心的乌兹别克斯坦节水

灌溉系统模式。2024 年，新疆天业节水灌

溉股份有限公司与塔什干灌溉与农业机械

化工程大学共建“高效节水教学研究示范

中心”。石河子大学联合乌兹别克斯坦国

立农业大学在安集延州开展设备研发、技

术培训、标准制定等工作，相关成果入选中

国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务

实成果以及第六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

会水资源论坛优秀成果，为乌兹别克斯坦

应用农业高效节水技术打下坚实的前期

基础。

科教赋能展新篇

在中乌节水灌溉合作领域，持续开

展 科 教 交 流 活 动 ， 有 助 于 巩 固 合 作 成

果，拓展合作方向，激发合作潜力，助

力两国民心相通。2024 年 9 月，刘洪光教

授团队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

究所研究员李发东率科研团队赴乌开展

调 研 ， 先 后 调 研 费 尔 干 纳 、 塔 什 干 等

地，并拜访乌兹别克斯坦国立大学生态

学院、乌兹别克斯坦环境与自然保护技

术研究所，就当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策

略、生态环境保护技术、气候变化对农

业发展的影响开展深入调研，讨论节水

灌溉技术应用及推广策略。在与塔什干

灌 溉 与 农 业 机 械 化 工 程 大 学 座 谈 过 程

中，双方同意就农业装备集成信息化系

统、本土地质土壤研究、土地改造等方

面课题进行科研合作。

目前，乌政府通过多项政策鼓励节水

灌溉，并拟于 2030 年前完成 100 万公顷的

滴灌应用，将节水技术覆盖率从 5%增至

40%，中国—乌兹别克斯坦节水灌溉技术合

作大有可为。

□ 本报驻塔什干记者 赖 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