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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
准农田实施方案》，明确到2035年，力争
将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
标准农田，累计改造提升4.55亿亩，新增
高效节水灌溉面积1.3亿亩。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的根本在耕地，建设高标准农
田是一个重要抓手。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金文成说，高标准农田旱涝保收、高产稳
产，在农田质量、产出能力、抗灾能力、资
源利用效率等方面有优势。通过高标准
农田建设，粮食产能一般能提高10%左右。

截至2024年底，我国已累计建成高
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建成各类田间灌
排渠道1000多万公里，农田抗灾减灾能
力有了明显提升，实现了大灾少减产、小
灾能稳产、无灾多增产，为全国粮食连续
多年丰产增产提供了重要支撑。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高质量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在此次发布的实
施方案里，对如何建设高标准农田进行
了部署：

在建设标准方面，提出以“一平”（田
块平整）、“两通”（通水通路）、“三提升”
（提升地力、产量、效益）为基本标准，合
理确定不同区域、不同类型高标准农田
建设标准和投入标准；

在建设内容方面，提出因地制宜推
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统筹开展田、土、水、
路、林、电、技、管综合治理，将建设重点放
在田内。新建项目优先开展田块整治、田
间灌排体系、田间道路和电力设施配套等
基础建设，着力提高农田保水保土保肥能
力、抵御旱涝灾害能力、机械化耕作便捷
水平；改造提升项目按照缺什么、补什么
原则，补齐田间设施短板弱项。因害设
防，合理采取岸坡防护、防风防沙等工程
措施，提高农田防护和水土保持能力；

在建设布局方面，提出优化高标准
农田建设空间布局和时序安排，优先在

东北黑土地区、平原地区、具备水利灌溉
条件地区以及粮食产量高和增产潜力大
地区开展建设；严格限制在生态脆弱区、
沿海内陆滩涂等区域，禁止在25度以上
坡耕地、严格管控类耕地、生态保护红线
（红线内集中连片梯田或与保护对象共
生的连片耕地除外）、退耕还林还草还湖
还牧区域等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

方案还依据区域资源禀赋、耕作制
度和行政区划等，将全国高标准农田建
设分为东北区、黄淮海区、长江中下游
区、东南区、西南区、西北区、青藏区等7
个区域，并分别明确了工作重点。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朱晶认为，方案
既要求合理确定建设标准，又强调因地
制宜推进、分类施策，有利于针对性破解
农田生产障碍因素，建设适宜耕作、旱涝
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

高标准农田既要建设好，也要管护
好，以发挥其持续助力粮食生产高产稳
产的作用。

方案提出分级压实高标准农田属地
运营管护责任，明确运营管护内容和标
准；各地可结合实际探索高标准农田运
营管护模式。此外，方案还明确严格保
护高标准农田，严禁擅自占用；经依法批
准允许占用的，各地要及时落实补建，确
保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
为了实施好高标准农田建设，方案

对永久基本农田补划调整、水资源配套、
资金投入等进行了专门部署，并提出坚
持和加强党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领导，
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
群众参与的工作机制。

专家表示，方案不仅明确了各方责
任，还强调积极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民群众等参与高
标准农田建设和运营管护，落实农民知
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有利于全方位调
动积极性，夯实粮食安全基础。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建设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解读《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

“黑科技”正撕掉“未来标签”
——来自中关村论坛年会上的创新力扫描

人工智能加速迭代，开始成为全民触手可及的生活工具；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催生产业和场景深度变革；从“中关村”到“地球村”，论
坛年会聚集全球科创“潮品”……2025中关村论坛年会正绘就一幅“智联万物、共创未来”的科技图景。在这里，可以真切体会到，“未来”
已不再是时间的远方，越来越多的“黑科技”正撕掉“未来标签”。智能时代像一轴徐徐展开的全息画卷，而人类正站在卷首继续迈步。

智涌新机
AI从实验室跃入烟火人间

在论坛年会展区，嘉宾们被特殊的
“服务员”吸引——银河通用研发的机器
人正流畅地制作咖啡、配送商品，能够在
复杂环境中完成精准抓取。

论坛年会上，瑞莱智慧展示了新研
发的金融领域AI欺诈防护产品，能够识
别深度伪造的“AI换脸”诈骗并实现毫
秒级拦截，为金融安全筑起智能防线。

这些场景背后，是AI技术与社会发
展的同频共振、深度融合。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持续推进
“人工智能+”行动，将数字技术与制造
优势、市场优势更好结合起来，支持大模
型广泛应用。

随着科技创新不断突破、基础设施
逐步完善，AI突破传统互联网边界，切
入到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场景，成为制
造业、汽车、机器人等实体经济领域的重
要变量，赋能千行百业。

当前，新能源汽车加速向AI终端转
型，智能驾驶推动车路协同生态成熟；具
身智能运动控制、专用芯片等关键技术取
得长足进步，商业化推广有序展开；AI科
研范式革新，以智能计算替代传统人力物
力的密集实验，大幅度提升验证效率。

“AI正从工具转变为创新引擎。”清
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教授黄民烈说，
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结合推动人
形机器人、自动驾驶等应用，成为产业发
力活跃方向，另外AI深入参与科学研
究，在新材料研发、医学研究等方向探索
未知领域。

质胜未来
创新变量激活新质生产力

本届论坛年会，新质生产力不仅是

很多嘉宾发言的“热词”，其发展进展和
产业前景也被各种新技术、新场景所具
象化。

发展新质生产力，科创企业“很
拼”。2024年中关村论坛年会上，发起
成立了北京星辰未来空间技术研究院。
不到1年后，科研团队带着一款算力卫
星参会，并计划在今年内试射。

发展新质生产力，生物制造正在“加

速跑”。本届大会上，微构工场携自主研
发的下一代工业生物技术等创新成果亮
相，展示从微生物培养到材料成型的全
流程解决方案。该新型生物材料已通过
中国、美国、欧盟认证，预计年内实现万
吨级量产，这也意味着，绿色产业迭代升
级即将从概念走向现实。

发展新质生产力，跨界融合创造机
遇。本次论坛年会上，交流碰撞出火
花。“人形机器人技术能否应用于商业航
天？清洁算力能否支持智慧驾驶模型训
练？”有时一个灵感闪现，就可能推动行
业迈进一大步。

人才赋能，让新质生产力发展充满
可能。论坛年会上，海淀区发布“中关村
AI北纬社区”计划，申请入驻的AI初创
企业可享受最高3年租金全免的优质产
业空间等服务，周边千套精品人才公寓
为入园企业提供充足配套保障。

全球共智
智能化发展的“连接器”

展厅内，“小关店铺”的机器人咖啡

师刚送走中国顾客，又为外国访客服
务。这一幕正是本次论坛年会的缩影：
来自34个国家和地区的科技成果首发、
首秀，7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项目参与前
沿大赛，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会嘉宾，借助
人工智能同传系统就能顺畅交流。

在论坛年会上，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总干事邓鸿森介绍，在对全球创新
生态系统的分析当中，发现了两大创新
引擎——数字技术和生成科学。仅仅是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2017年以来的
专利申请量就增长超过800%，其中中
国、美国、韩国走在前沿。

科技全球化不仅体现在应用端，更
深入技术底层。来自中关村论坛年会平
行论坛——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
共享论坛的数据显示，位于怀柔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集群，2024年新增进入科研状态设施平
台13个，新增向全球开放机时43万小
时、累计超123万小时。

今年一季度，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
置、子午工程二期、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
学成像设施3个大设施通过国家验收，
面向全球开放。

“它的作用就好比一个放大镜，具有
超强的穿透力和分辨率，可探索物质内
部结构，为航空航天、能源环境、生命医
药等领域的研究提供技术支撑。”来自中
国科学院的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工程总指
挥潘卫民介绍，随着设施加快建设，已有
不少国际科学家正在此开展实验。

中关村论坛年会不仅是中国的科技
舞台，更是全球智能化发展的“连接
器”。正如论坛年会上国际科技园区与
创新区域协会首席执行官艾巴·伦德表
示，中关村论坛年会这样的活动为全球
范围内创新提供了宝贵契机，也将帮助
应对各类挑战，这对全球的共同未来至
关重要。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3月27日，与会嘉宾在与一款机器
人对弈。 新华社发

3月27日，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与会嘉宾和记者在观看一款名为“Adam”的
人形机器人表演太极拳。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