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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和面对面交流的挑战，永远在宁夏！ 

          （法）皮埃尔·吴翰 著

                刘成富  居悦 译 

在接触和合作愿望之外

1999年，夏尔-雷奥波-马耶人类进步基金会在宁夏组织了一个观访工作室。

自 1996年以来，该基金会在中国进行了以食品业、现行经济发展模式为主题的

一系列活动。1997年，我们在陕西组织了一个观访工作室，其中十二个成员来

自欧洲、拉美和非洲，我们走访了中国的农村。为了更好地了解实际情况，在官

方的宣传之外察觉到现实问题，我们觉得花些时间深入实地考察至关重要。这为

我们结识中国市镇和地方领导以及当地居民、以及与之交流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同时对于进入中方合作伙伴的交流程序，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陕西之行受益匪浅，有利于继续开展对话和了解今日中国。中方合作者陈越

光1供职于北京多家传媒机构，对农村问题也很极为关注。他建议我们于 1999年
在宁夏组织一个类似的观访工作室，但要因地制宜，不能没有新意。为什么要选

择一个相对落后、与其他发达省份相比差距如此之大的地区？我们认为，在这样

一个很少有外国人问津的、很少被国家推到前台的地区走一走，看一看，意义十

分重大。此外，陈越光本人对宁夏熟门熟路，区党委书记对该计划以及我们的反

应和研究，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接受了实地考察的原则，这对我们跟当地

领导、居民面对面交流极为有利。不过，我们的交流得到了宁夏自治区党委的

“政治关照”，这样的关照意味着政治保护的范围，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为

我们提供了一片更为广阔、更为自由的空间。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渴望参观农业

以及农村发展所取得的成果，渴望了解当地的发展形势，这对于我们观访团来

说，组织为期一周的各种活动机会十分难得。既然我们在区委书记的领导之下，

我们的隶属关系可想而知，但也是可以接受的，尤其是当我们中途想去田间或

农民家中突访的时候。一路上，警车为我们开道，这看起来似乎多此一举，但我

们因此有了很多参观和讨论的机会。对于我们提出的问题，尽管中方对话者和在

场的官员并不能完全理解，但是，我们可以用本国的情形作比照，不紧不慢地

说明为什么要提出那些问题。这样一来，我们与接待人员、全程陪同的中方合作

伙伴便进入交流的第一层面，团队内部来自不同国家和大陆的成员之间也是如

此。

一个没有散手不管的国家

在参观的过程中，国家和自治区在保护与促进农业投入方面所表现出来的

政治意志，令观访团感慨万千。拉美和非洲国家已经不再进行农业、农村发展进

行重大投资和基础建设，而中国，从国家到自治区，各级政府仍然进行干预，

这一点令整个观访团感到十分吃惊。试图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农民，总是能够得到

国家和自治区技术部门的支持。我们发现，在某些特别干旱的地区，梯田上配备

了高效节约的灌溉系统。诸如上述技术的革新总是能够在技术和经济上得到国家

的支持。我们觉得中国有能力应对挑战，其中包括食品制造业。看到国家、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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