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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谈专家谈

中德青年农业实用人才风采中德青年农业实用人才风采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买天

疏密有致的树林，宽敞的平地，散落在林间的木屋酷似一个个小“别墅”，
阳光透过树梢，在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若不是鸡群在林间徜徉踱步，记
者很难想到如此惬意的地方会是一个养鸡场。

清晨上班后的第一件事，齐维天会先去林子里转一转，不时有鸡群围上
来和他“亲近”。走近观察，这些鸡羽毛蓬松、色黄，煞是好看；姿态昂首挺胸，
颇为“傲娇”。

“五指、凤头、毛腿、胡子嘴——这是‘北京油鸡’这一优良肉蛋兼用型地
方鸡品种的标志性特征。对本土古老传统畜禽品种的好奇，以及立志保护和
发扬这些本土品种的信念，是我选择在养殖场工作的一大原因。”齐维天说。

齐维天供职的绿多乐农业公司位于北京市东北部的顺义区张镇，境内涵养
的大片林地，为发展“林-草-禽复合生态系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环境。

从小就对各种动植物产生浓厚兴趣的齐维天是一个“90后”，随年龄增
长，对生物学、博物学的喜爱与日俱增。留学澳大利亚期间，齐维天毫不犹豫
地选择了农学专业，“这为我日后择业、投身农业打下了基础。”

学成归国后，齐维天一心“想做一些不一样、差异化的农业”。在他看来，
“与众不同是一件很酷的事。差异化不仅能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还能在
农产品同质化的市场竞争中摆脱价格与产量竞争的‘怪圈’。”

曾经留学海外的经历，加上在国内从事养殖业的历练，齐维天慢慢觉得
“有些知识不够用了，还需要继续学习国内外最新行业知识和技能。”

在一次公司和北京市畜牧总站合作开展的项目中，齐维天获悉中德青年农业
实用人才能力建设项目即将启动的消息，很是兴奋，萌生了报名“入学”的念头。

“上大学时，我就对家禽和蔬菜的原始品种非常感兴趣，所以我抱着能和德
国专家及青年交流的初衷，希望能接触到更多最新种质资源知识和信息，同时
希望能学习德国先进的家庭农场运营模式和管理方法。用国际化眼光和专业
积累，梦想有朝一日能建一个自己的精致综合家庭农场，围绕种质保护、品种研
究、动物福利等领域开展工作，为强大中国种质资源做点事。”齐维天说。

凭着自身农学科班出身和较好的外语水平，齐维天顺利成为中德青年农
业实用人才能力建设项目学员。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德两国青年参加线上课程，通过相关视频软件
进行教学，德国专家向中国学员讲授德国农业信息和知识。德国养猪产业发
达，德方专家侧重于围绕猪品种差异、繁育、养殖以及圈舍建设和饲料等课题
进行讲解。”齐维天说，“曾在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做农场动物福利项目顾问的
经历，让我特别关注福利养殖、畜禽动物行为研究的最新发展动态和趋势，这
对我今后的从业方向和专业知识积累将大有裨益。”

执着于对畜禽传统品种、地方品种的兴趣，齐维天在学习中时常向德国
专家询问他们在和商业化畜禽品种的竞争中，是如何保护、繁育、养殖那些本
土传统品种的。

齐维天在与德国专家的交流中得知，一些全球知名的德国商业化畜禽品种
就来源于本土传统品种，且最初形成的体系都有很多普通农民和农场参与育种。

“这令我印象十分深刻，也让我更加意识到种质资源就是一个国家农牧业
健康发展、产业强大的基石和‘芯片’。我们应加大力度保护好、发扬好我们自
己的优良种质资源，降低在一些品种和技术环节受制于人的风险。”齐维天说。

他举例说，市场上对鸡肉和鸡蛋等需求量巨大，产品细分也做得比较极致。在商品鸡
品种中有专用肉用鸡和专用蛋用鸡，而肉用鸡根据生产时间又分为速成鸡、中速鸡和慢速
鸡，“从某种意义上说，生产速度决定了一个产品对市场占有的广度和深度。”

“这会导致怎样一种结果？哪个品种生长快、产量多、价格高、利润厚，大家就会一哄
而上选择俏销品种，造成一些本土传统品种被冷落。近些年来，一些国外畜禽品种在国
内的流行，从某种层面上对我们本土品种的保护和发扬带来一定影响。”齐维天认为。

“中国是农牧业生产大国，更是全球农牧业贸易大国。因此，我们需要有更多具备全
球视野、专业素养和职业精神的年轻人，知农、爱农、学农、务农；提升中国农牧业发展水
平，强大中国‘种质’，增强国际竞争力，中国青年责无旁贷、大有可为。”齐维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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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郜晋亮

春天到，漫山遍野鸟语花香，万亩千
年古茶园绿油油，布朗姑娘采茶忙。晚
霞映照山寨，采茶姑娘满载归，木楼顶上
座座起炊烟，家家户户炒茶忙，月光下揉
茶又抒情，晚风吹来茶飘香……

这是收录在《芒景布朗族与茶》一书
中的布朗族歌谣。简单的词语，展现了
布朗族人日常生活与茶千丝万缕的联
系，也浓缩了布朗族千百年来形成的浓
厚茶文化。

又是一年春来到，记者走进云南省
普洱市澜沧县景迈山古茶园，寻访布朗
族翁基古寨，去感受、去体味。山间的古
茶树正吐露新叶，青翠欲滴；寨里的人们
悠然闲适，在淡淡的普洱茶香间仿佛可
以穿越千年。

茶祖信仰由来已久

在布朗族里流传着一个故事，他们
的祖先在战争中得了一种疾病，族人在
绝望之际只能躲进森林，其中一位族人
疼痛难忍，便随手从身边的树上摘下一
片叶子，含进嘴里。不一会儿，这位族人
就睡着了。醒来后，他觉得头脑精神、眼
睛明亮，病痛减轻了许多。布朗族首领
岩冷仔细询问情况后，便让所有的族人
都摘这种叶子吃。几天后，族人的病都
好了起来。

岩冷对族人们说，这棵树在关键时
候救了我们的命，要记住它的形状和叶
子的样子，在迁徙的路上做好标记。后
来，岩冷带领族人在景迈山定居后，开始
移植栽种茶树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漫山的茶树成了布朗族人生活中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岩冷去世前留下遗训：留
给你们牛马，怕遇病而亡；留给你们金银
财宝，也怕花光；就留给你们这些茶树，
让子孙后代取不尽、用不完。

千年之后，这片古茶园依然郁郁葱
葱，滋养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在翁基古寨，布朗族小伙儿艾用把
自己的家改造成了一间茶馆，取名“悟
生境”。他告诉记者，小时候就跟着父
亲学习炒茶，虽然技术也比较熟练，但
手艺还有待提高。茶馆除了接待游客，
还外销茶叶。艾用说：“渠道主要是以
前积累的老客户资源，茶叶销往上海、
广东、福建等地。2020 年，毛收入有 60
多万元。”

如今，在翁基古寨，几乎家家户户都
在经营茶馆，接待着南来北往的客人，过
起了殷实富足的生活。但不管随着岁月
的变迁还是生活的改变，布朗族人崇拜
茶的习俗并未改变。在布朗族民居的屋
脊上，还保留着“一芽两叶”造型。在采
春茶的当天，家家户户都会祭拜自己家
的“茶魂树”，祈求茶祖保佑能有好的
收成。

艾用告诉记者，每到祭拜的日子，家
里人会准备好米饭、干茶、酒，老人们还
会做一些祭拜用品，来到古茶园里自家
的“茶魂树”前，供奉茶祖。祭拜一般由
家中的长者主持，艾用家是由奶奶来主

持祭拜。等祭拜仪式结束，布朗族人便
开始唱起歌，采新茶。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2012年9月5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授牌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普洱市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普洱古茶
园与茶文化系统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GIAHS）保护试点。古老的茶园与茶文
化开始在全世界绽放光彩。

在授牌仪式现场，普洱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申遗领导小组副组长童书玮表
示，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普洱
茶在世界有着深远的影响，此次申遗成
功对于传承弘扬中华文明，特别是中国
茶文化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也有利于
挖掘保护、传承弘扬优秀的普洱茶文化
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据了解，普洱市境内有距今 3540万
年前的景谷宽叶木兰化石，有 2700多年
的镇沅“世界野生茶树王”和1700多年的
邦崴过渡型古茶树，有 2.8万亩景迈山千
年栽培型古茶园。

在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中，又
以景迈山最具代表性。依托丰富的生物
多样性和稳定高效的自然生态系统，景
迈山布朗族、傣族等世居民族在认识自
然、尊重自然、利用自然的漫长生产生活
中，探索出独特的“林中开垦、林下种植”
的种茶方式及“依山而建、向心布局”的
村落建设技术并代代相传，创造了以种
茶、制茶、售茶、吃茶、饮茶、祭茶、护茶为
主的富有魅力的茶文化。

普洱市景迈山古茶林保护管理局副
局长周天宏告诉记者，景迈山古茶林文
化景观是中国西南地区世居民族延续至

今的林下茶种植传统的典型例证。这一
种植方式利用森林系统创造适宜的茶树
生长环境，并利用生物多样性预防病虫
害、促进授粉并提供天然养分，持续生产
出高品质有机茶叶，在当今世界规模化
台地茶种植园主导的背景中十分独特，
显示出了对当今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的生态伦理和智慧。世居民族延
续至今的社会治理体系，独特的茶祖信
仰、以“和”为核心的当地茶文化、保护生
态的村规民约，以及互敬互爱的风俗习
惯，实现了人与茶、人与自然的紧密联
系，保证了这种传统延续千年并依然充
满活力。

如今，“国际茶日”让普洱古茶园与
茶文化在全世界愈发闪亮。

农业文化遗产迎新生

在景迈山，山上是古茶园，山下是生
态茶。生态茶是在原来台地茶的基础
上，植入生物多样性的理念，在茶园里种
植乔木、灌木等，形成丰富的层次，同时
使用有机肥，采取绿色防控方式，提升茶
叶品质。对于这样的改造，当地茶农深
谙其中道理。

周天宏说：“按照自然生长方式进行
下去，百年甚至千年后，这些生态茶园将
会变成一片又一片古茶林，为子孙后代
真正留下‘绿水青山金山银山’。当然，
我们也对现存古茶树实行严格的保护措
施，每年只能采两季茶，每次只能采70%，
让人与茶树保持良好关系。”

从古至今，在景迈山，不论是古茶园
还是生态茶，都在默默传递着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真谛。特别是这里成为世界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以来，人们

对普洱古茶园和茶文化又有了更深刻的
认识，对这片古茶园的爱护更深切。普
洱茶在向全世界传递甘醇茶香的同时，
也传递了古朴的中国农业文化。

当然，它的价值还不止于此。从脱
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茶产业是澜沧最好
的脱贫产业，也正在成为乡村振兴的支
柱产业。

在澜沧县景迈村芒埂村民小组，布
傣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尹一然正在
忙碌。现在，合作社已经有 60 多户社
员。她告诉记者：“合作社向社员收购茶
叶鲜叶，然后加工成毛茶，再提供给茶叶
生产企业。这样的合作模式，既可以保
证农民有稳定的收入，也能让古树茶的
价值得到体现。”

施正芊的家在澜沧县大山乡，上学
期间，她就对普洱茶与茶文化有了深入
了解。毕业后，她当过导游，管理过酒
店，还曾是一名茶艺师。2017年，她来到
翁基古寨，租下了老乡的房子，开办了

“施施茶社”。施正芊告诉记者：“客人们
可以在这里品茶、感受布朗族的传统文
化，也可以亲身体验采茶、炒茶等过程。”

澜沧县茶叶和特色生物产业发展中
心主任刀永强告诉记者：“2020 年，澜沧
县茶产业为农民带来的人均收入达到
7095 元。未来，澜沧县将在做好古树茶
资源保护的同时，推动茶产业向优质、有
机、健康、高效转变，加快茶产业一二三
产融合发展，努力把其打造成为富民强
县的大产业。”

茶产业正在释放更大的潜能。据了
解，今年 1月底，国务院批准景迈山作为
我国2022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推
荐项目，或将为这里增添新的优势。

品一盏普洱香茶 赏一段甘润文化
——感受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

“国际茶日”

云南省澜沧县景迈山糯岗古寨傣族姑娘仙金正在采茶。资料图

文化搭台，经贸唱戏。文化在经贸
活动中往往可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在中国-中东欧国家特色农产品博
览会上，来自斯洛文尼亚驻华使馆的经
济参赞维妮亚科维奇，在现场纷繁的展
品中唯独对中国茶和中国茶艺展示情有
独钟。

“看着沏茶姑娘的手起手落，其中所
隐含的茶文化令人着迷。在我国，很多
人因为喜欢中国文化而喜欢上了喝茶。”
维妮亚科维奇说，“用带有泥土气息的中
国紫砂壶才能沏出真正醇厚的茶滋味；
再看这茶叶外包装上一枚枚精美的京剧
脸谱，瞬间给茶叶打上了独特的中国文
化符号。”

在这场博览会上，由维妮亚科维奇
牵线搭桥，最终促成了几单中斯两国间
的茶叶生意。

经贸是骨，文化是魂。文化在于无
声中往往可释放
出“ 绕 指 柔 ”的
威力。

汲 来 江 水
烹新茗，买尽青
山 当 画 屏 。 竹
林 下 、石 桌 上 ，

一盏茶盅、一匙茶叶，经由一壶沸腾的
山泉水冲泡，水汽氤氲缭绕，杯中茶叶
旋转浮沉……在人气博主李子柒的视频
画面中，烹制一杯中国茶的过程充满了
仪式感，加之别具韵味的东方田园风光，
得到了大量国内外网友的追捧。有外国
网友留言道：“一人一景一杯茶，看的是
中国茶道，品的是中国味道，悟的是中国
文化的门道。”

“李子柒热”的兴起，让一些嗅觉灵
敏的中国茶企看到了这种现象背后所蕴
藏的文化力量。在对外经贸活动中，他
们先讲“故事”，再谈生意，用中国文化理
念推广茶，用中国文化符号点缀茶，进而
用文化之力叩开市场之门、贸易之门。
而一些国外客商看重和欣赏的正是商品
背后的中华文化。

茶——这片神奇的东方树叶，从走
出中国国门的那一刻起，从来都不只是
一个单纯的商品，与茶相伴的中国文化
也在翻山越岭、漂洋过海中走向世界
各地。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栽培、利
用茶的国家，茶在中国已有 5000 多年
的历史。而历经 1500 多年的中国茶叶
对外贸易史，更是一部精彩纷呈的中国

文化对外交流史。自隋唐以来，产自中
国的茶传至世界各大洲，深刻影响和改
变了各国人民的生活饮食习惯，已成为
全人类不可或缺的重要饮品之一。时
至今日，一些国家将“茶”视同为“中
国”，认为茶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
代表。

如今，为了保护、传承和发扬各国
特色茶在生态、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复
合价值，尤其是发掘文化在助推茶产业
发展中所蕴藏的巨大能量，使得我们在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中，看见茶
马古道上的云南普洱茶、东海之滨的福
州茉莉花茶等蜚声世界的中国名茶，也
一览日本、韩国等自成体系和风格的茶
产业、茶文化。随着世界茶贸易向纵深
发展，竞争愈发激烈，各产茶国更是主
打文化牌，用各具国别、民族特色和自
然 地 理 特 征 的 文 化 来“ 包 装 ”茶 、推
销茶。

多年来，中国始终保持世界茶生产
和种植面积第一大国的地位，中国茶产
量接近世界产量的一半，但茶叶出口现
状却与茶发展史及茶产量规模不相匹
配。当今，世界茶贸易分为红茶和绿茶
两大类，中国绿茶种植和出口保持较大

优势，但利润不高，而中国红茶出口量却
不及世界红茶出口量的3%。

茶叶在千百年来始终是中国对外商
贸活动中最重要的商品之一。时至今
日，茶贸易在中国对外经贸、文化交流中
依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承载历史荣光的中国茶，在今天的
世界贸易新格局中期待更大的突破。
对此，中国各主要产茶地和茶企在茶叶
贸易中，要始终坚持弘扬茶文化，增进
各国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夯实民意基
础；在“大文化”概念下，大力宣传茶保
健功效，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打好茶出
口“健康牌”；不断巩固绿茶出口优势，
持续扩大国际市场份额；针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大多喜饮红茶的特点，加
快补齐红茶品类短板，提升红茶产能和
国际竞争力。

茶好客自来。青年是消费主力，让世
界青年知茶、饮茶、爱茶，是中国茶抢占国
际市场不可忽视的消费群体。因此，中国
茶企在巩固传统茶产品优势的同时，应加
大对世界流行消费文化的关注，紧跟世界
饮品发展潮流，加快茶精深加工和产品创
新，打造时尚品牌，推出全球青年消费者
更易接受和喜爱的快消茶品。

用文化叩开茶贸易之门
买天

□□ 殷瑞锋

2020 年，国产大豆价格大幅上涨，期
现货市场屡创新高。进入 2021 年，国产
大豆价格延续涨势。2020 年一季度，餐
饮需求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有所下降，
二季度之后经济恢复速度加快，大豆食
用需求增加，而因 2019年优质大豆减产，
市场供应并不充裕，二季度大豆价格急
涨。为平抑价格，6 月至 9 月中储粮进行
储备国产大豆拍卖，有效缓和了市场供
需矛盾，豆价走势趋于平稳。东北产区 9
月遭遇台风侵袭，新豆上市延后约两周，
且新豆水分偏高、蛋白含量下降，加上农
户普遍惜售，导致符合质量要求的粮源
紧张，新豆价格再度连续上涨。

据调查，今年 1 月底黑龙江齐齐哈
尔、内蒙古莫旗等地农民手中尚有余粮
20%-30%，由于玉米和大豆价格高，农民
收入较常年翻倍，且多没有偿还贷款的
压力，因此春节前并不急于出售大豆。
春节期间，国产大豆购销热度消减，市场
进入平静期。春节后，大豆需求恢复性
增加，而国内外市场供应都面临着不同
程度的不确定性，行情继续高位运行的
概率偏大。

国内食用大豆供应量较难
增加

目前来看，口粮绝对安全有保障，但
随着生猪养殖业的恢复性发展以及临储
玉米库存消耗完毕，玉米产不足需的问
题凸显，而大豆和玉米面积通常是此消
彼长。

食用大豆进口前景不确定。我国进
口食用大豆主要来自俄罗斯，2020年自俄
进口量下滑至 69万吨。为保证本国大豆
加工企业的原料供应，俄罗斯于今年 2月
初至6月底对向欧亚经济联盟以外国家出
口俄产大豆新征 30%的关税，且每吨不低
于 165欧元。由此，2021年俄豆进口量可
能继续下降。

全球主要油籽供需偏紧，大
豆产不足需

全球 7种主要油籽供需偏紧，价格大

幅上涨。据德国《油世界》1 月发布的
2020/2021年度供需数据，全球7种主要油
籽产量预计为 5.64 亿吨，消费量 5.75 万
吨，产需缺口 1190万吨，库存消费比降至
17.5%的近年低位。其中，缺口最明显的
是大豆和葵花籽。由于中国生猪养殖业
恢复，大豆消费快速提升，全球大豆消费
量预计为3.64亿吨，同比增3.5%。2020年
俄罗斯、乌克兰和阿根廷等主产国天气干
旱，葵花籽产量远不及预期。

美国大豆供应紧张，南美阿根廷成
最大变数。今年 4 月份南美大豆大量上
市前，供应全球市场的主力依然是美国
大豆，本年度美国大豆供应较紧张。虽
然产量达到 1.13 亿吨，但出口、压榨也
达历史新高，库存消费比降至 2.9%。今
年巴西等南美 4 国大豆总产量预计 1.86
亿吨，同比略减 1.4%，但期初库存量较
高，全年大豆供应量能达 2.01 亿吨。在
陆续进入收获季的南美主产国中，阿根
廷天气状况并不乐观，供应前景不确
定，成为今年上半年全球大豆市场上的
一大变数。

上半年全球大豆市场将高
位运行

2020年中储粮大豆收储价格低，收购
上量难，在连续几年储备粮去库存的大环
境下，可供拍卖的粮源十分有限，国产大
豆供应还会比较紧张，俄罗斯大豆进口成
本提高，进一步夯实了食用大豆的价格底
部，预计今年上半年国产大豆价格仍将高
位运行。

阿根廷供应不确定已助推芝加哥商
品交易所（CBOT）大豆主力合约 1 月创
下每蒲式耳 14.4 美元的 6 年半高点。此
后，南美大部天气改善引发基金抛售，期
价下跌至 14 美元以下。但是，这段时间
的降雨量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产量，巴西
1.3亿吨以下的产量将继续推动全球对美
国大豆的需求，这将使美国大豆供需更
加紧张。目前巴西的情况略有改善，但
阿根廷仍不乐观。综合来看，由于美国
大豆库存过低，CBOT 大豆期货价格将
受到强劲支撑。
（作者单位：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

上半年国内外大豆市场将继续高位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