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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看点

科技创新既闪耀于“天宫
大殿”，也跃动在“青春小店”。
本报今日推出“青云智上·可视
化人机协同特刊”，聚焦一线青
年投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
新的行动，展现大国重器与人
间烟火交相辉映，讲述政策导
向与小店温度如何同频共振，

展示本报在AI时代赋能青春小
店新业态的新做法新亮点。

同日起，本报客户端“温暖
的BaoBao·六边形”频道全新亮
相，可视化人机协同呈现本专
题，为读者呈现AI新视界。

为进一步理清食品安全监管责

任，建立健全协同监管机制，强化全链

条监管合力，坚决守牢食品安全底线，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现提出如

下意见。

一、完善食用农产品
协同监管

（一）严格落实食用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职责。生态环境部门负责推进

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溯源和整治。

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履行食用农产品从

种植养殖到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生

产加工企业前的质量安全监管职责；

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履行食用农产品进

入批发、零售市场或生产加工企业后

的质量安全监管职责。县级以上地方政

府要认真落实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属地

管理责任，加强监管能力建设，研究解

决本级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中的职

能交叉和监管空白问题，避免出现监管

漏洞和盲区。乡镇政府要落实食用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责任。

（二）加强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与市

场准入衔接。农业农村部门和市场监管

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切实发挥承诺达

标合格证在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与市场

准入中的衔接作用。农业农村部门要做

好承诺达标合格证开具、使用相关工作

的指导服务和监督检查，对未按规定开

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的依法予以查处，加

强食用农产品上市前禁限用药物和易超

标常规药物残留速测把关。市场监管部

门要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强化进货查

验，指导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依法开展

入场查验和抽样检验，加大禁限用药物

和易超标常规药物残留速测力度。鼓励

食品生产经营者优先采购附具承诺达标

合格证的食用农产品。建立承诺达标合

格证问题通报协查机制，完善不合格产

品闭环处置流程。

（三）强化肉类产品检验检疫出证查

验。农业农村部门要强化肉类产品检验

检疫出证管理，建立完善屠宰检疫出证

信息化系统，推进肉类产品品质检验无

纸化出证，明确检验检疫证明公开查验

途径。完善禁止对牲畜、禽类注水或注

入其他物质的相关规定。市场监管部门

要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将肉类产品检

验检疫合格证明作为肉类产品进货查

验的基础凭证；积极探索应用信息化手

段，加强与农业农村部门的信息共享和

互联互通。

（四）加快建立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

追溯协作和执法合作机制。农业农村部要

会同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制定食用农产

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办法，建立健全食用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目录。农业农村、市

场监管部门要建立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信息共享及反馈机制，加强食用农产

品质量安全风险防范，强化舆情监测和应

急处置协调联动；密切食用农产品质量

安全行政执法协调协作，对突出问题进

行专项治理整顿。

二、强化食品生产经营许可审查

（五）规范食品生产经营市场准入。

食品生产经营许可部门应严格落实许可

审查要求，严禁擅自改变许可条件或未

经审查即予许可，省级以上市场监管部

门要对食品生产经营许可实施情况进

行督导检查。地方政府指定市场监管

部门以外的部门实施许可的，应符合

法律授权规定，明确申请受理、材料

审查、现场核查、许可决定责任分

工，完善许可和监管工作衔接机制。

加强传统特色食品加工制作工艺保护，

与现代检测技术有机衔接，确保食品特

色和质量安全。

（六）完善特殊食品注册许可制度。

省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依职责严格开展

特殊食品注册、备案、生产许可审查，对

符合条件的重点品种实施优先审评审

批。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卫生健康委要

加强协作，开展特殊食品技术联动、专家

联审；统筹完善食品健康声称和保健食

品功能声称相关工作。 （下转2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意见

（2025年3月 13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尹希宁

年轻人，到基层去。

北京邮电大学硕士生艾

尔西丁·艾尼瓦尔前往北京

市西城区牛街，他想亲身体

验一下，这条民族文化街的

基层治理与老家新疆有什么

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博士生魏垚央去了北京市房

山区良乡镇，在那里，他以兼

职副镇长的身份为老百姓服

务；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卿

成林走进繁华的北京市西城

区金融街，他与小伙伴耗时

两周，为金融街制定红色

Citywalk方案……

这些年轻人的实践是北

京市“青年实干家计划”（以
下简称“青实计划”）的生动

缩影，该计划由北京共青团

精心谋划，整合了各高校

青年实践工作，为青年学

子搭建起在基层实干建功

的舞台。

“青实计划”聚焦“国之大

者”和基层基础，以全日制在

校博士、硕士研究生为主体，

组织化选聘信念坚定、品学兼

优、乐于奉献的优秀学生到基

层各领域兼职开展实岗锻

炼，参与基层治理、助力地方

发展，是共青团面向高学段

学生开展思想政治引领、服

务学生成长成才、助力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的品牌项目。

2024 年以来，一批批来

自首都高校的硕博研究生加

入“青实计划”的队伍中，把

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问计

于基层，奉献在基层，以实干

为基层发展注入青春力量。

“要在基层做点事”

不久前，卿成林刚刚提

交了“青马工程”高校班结课

论文的开题报告，他希望借

着在金融街跟岗锻炼的契

机，走近基层人大代表，让实

践内容回到纸面上，聚焦“基

层人大代表联系群众的实践

经验与路径创新”。

2024年 6月，“青实计划”高校示范项目在中国人

民大学启动。从那时起，卿成林就立下了“要在基层做

点事”的志愿。在他的理解中，“青年实干家”到基层不

是去走马观花的，而是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真正深入

基层，甚至到田间地头，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

带着这样的初衷，卿成林来到了北京金融人才最

聚集、人民币资产流量最大、税收贡献最为突出的区

域——金融街。 （下转2版）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蒋继璇
记者 李雅娟

在贵阳市翁贡村，一堵堵涂成靛蓝色的

外墙让这个村子看起来与众不同。“蓝花叙事”

生活小馆坐落其中，原木的建筑空间内满是

民族风情，窗外是大片菜田，满眼的阳光与

绿意让这座乡村博物馆充满了闲适气息。

2019 年至 2024 年，共青团贵州省委、

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举办了 6届乡村

旅游创客大赛（以下简称“创客大赛”）。许

多青年创业者从大赛中脱颖而出，带着他

们的项目走进乡村，探索贵州乡村旅游创

新创业的未来。在首届创客大赛上，“蓝花

叙事”生活小馆非遗体验项目获创新创业

组三等奖。

“蓝花叙事”创办之初，只是收集蜡

染、扎染等技艺制成的贵州少数民族服饰

及工艺品，这几年陆续扩建，有了占地面

积 2000 多平方米的民间博物馆，收藏

6000 多件藏品。馆区内还有文创中心、

咖啡厅、民宿、工作坊等空间。

“蓝花叙事”负责人葛春培介绍，文

创中心售卖的文创产品，大多是与贵州各

地少数民族手艺人合作制作的，馆内的员

工也有当地村民。不仅如此，“蓝花叙

事”还带动了更多文博从业者来到这个原

本不知名的村庄开办工作室，当地正在尝

试打造“文博村”。

去年年底，在赤水市举办的“村有界·

创无边”第六届“农行杯”贵州省乡村旅游

创客大赛上，贵州万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人赵子英和团队打造的“赤水文旅 AI
多模态平台”项目一举拿下创新创业组一

等奖，获得了合作签约。 （下转2版）

贵州连续6年举办“乡村创客大赛”

吸引年轻人探索乡村旅游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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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富春

在甘肃省白银市，一场青春

与乡村的“双向奔赴”正如火如

荼地上演，团组织和青年携手谱

写动人的青春之歌。

2017 年， 32 岁的芮执亮做

出一个让很多人难以理解的决

定，他放弃国企稳定工作，回到

家乡靖远县东升镇创业。彼时的

东升镇，干旱缺水，土地荒芜，

村庄破败，多数人纷纷搬离。但

芮执亮却看到了这片土地潜藏的

巨大能量，他流转了 8000 亩土

地，开启创业征程。

创业初期，芮执亮在流转

土地上种下 6000 亩抗旱性强的

文冠果，让荒芜的土地重披绿

装。可刚种下的文冠果并没有

收益，为了能让创业项目良性

运 行 ， 芮 执 亮 又 筹 建 了 养 殖

场。 2021 年元旦，第一批鸡开

始育雏。

和芮执亮一样，杨志啸也是

返乡创业青年。 2008 年，他从

兰州交通大学工业设计专业毕业

后，放弃城市工作机会，回到家

乡靖远县投身农业创业。“大三

时，亲戚家蔬菜大棚因农药复配

失误绝收，这个事对我触动极

大。”杨志啸意识到家乡菜农在

种植技术上存在诸多盲区，便决

心为乡亲们做点实事。

大学毕业后，杨志啸前往

山东寿光学习蔬菜植保和育苗

技术，学成归来后创办了当地

第一家“蔬菜医院”，随后又成

立靖远县绿源蔬菜种植购销专

业合作社。

支持青年创业，为青年建功

新农村保驾护航，白银团组织全

力 以 赴 。 芮 执 亮 初 入 农 业 赛

道，就遇到了困难。文冠果产

业前期需要大量投入，产出有

限，令他感觉“压力山大”。他迎难而上搞养殖，

也是从头开始，需要学习大量养殖技能。“有时候

真的感觉孤立无援，很多困难不知道怎么解决。但

团组织就像及时雨，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芮执

亮说，正是团组织牵线搭桥，联系农业专家提供技

术指导，还协助申请相关政策补贴，让他的创业压

力大大减轻。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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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人机协同时代，媒体人的哪些职
业价值不可替代？生成式人工智能大
模型DeepSeek给出的答案是：“AI擅
长规模化生产与数据处理，但人类的
创造力、共情力、伦理判断和批判性
思维始终是媒体行业的基石。”

技术迭代如海啸般席卷而来，算
法的触须已渗透进内容生产的毛细血
管。有人困在数据的迷宫里失语，有
人站在智能的镜像前恍惚，但指引文
明航向的罗盘永远属于破浪者。唯有

驾驭技术而非臣服于代码，以可视化
人机协同重塑全媒体精兵，才能让技
术变革稳稳地托起文明传承的方舟；
唯有在比特洪流与万家灯火间构筑桥
梁，加强全媒融媒智媒矩阵建设，才
能在“网生代”青年中扩大主流价
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的影响力。

做真相的守护者。生成式人工智
能在便利内容创作的同时，也降低了
造谣、传谣的成本，“AI幻觉”还给
信息环境带来新的隐忧。今年年初，
西藏定日县发生 6.8 级地震，一张

“小男孩被压在废墟下”的图片引发
病毒式传播，转发者却未意识到这是

一张 AI 生成的虚假影像。当“AI 幻
觉”误导公众认知，唯有媒体人用脚丈
量大地，用笔记录民情，才能驱散数据
迷雾，构筑守护真相的防波堤。

做人性的连接者。北京申奥成功时
镜头里迸发的泪光，定格了一个民族挺
立世界之林的瞬间；汶川大地震废墟中
父亲背负亡子“回家”的背影，镌刻着
超越生死的人性光辉；火神山、雷神山
医院拔地而起的延时摄影，凝聚着 14
亿人心跳同频的抗疫史诗……这些对人
性细微处的捕捉，是机器难以感知的温
柔。当算法量化了世界，能够丈量心灵
温度的依然是人类自己。

做创新的协同者。这不是人机对决
的擂台，而是智慧共生的实验室。在敦
煌研究院的修复工坊，算法复原着斑驳
壁画的原始色谱，文物专家从中提炼文
明传承的密码；当机器人完成高难度动
作时，工程师已在构思如何让它们代替
矿工深入地下千米的死亡禁区——AI
能创造完美的和弦，但人类应始终是把
握旋律基调的指挥家。

15 世纪，古登堡印刷术的发明与
推广，实现了文字在欧洲的高效传播，
并催生了现代新闻业。这次科技与文化
的碰撞，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的
进程。在随后漫长的历史时期，从达盖

尔等人发明摄影术，到电视机走进千家
万户，再到互联网连接“地球村”的角
角落落，每一次人类媒介形态的延伸，
都在不断完善着人类文明的“算法”。

当生成式人工智能掀起新的认知海
啸，正如有学者所言，AI 不是工具的
革命，而是科学革命的工具。透过大语
言模型的工具效能，更要看到人类智能
边界的指数级拓展。

今天，AI 淘汰的从来不是真正的
媒体人，而是那些将新闻报道降格的

“信息搬运工”。看似精致的生成文本，
无法复刻记者鞋底沾着的泥土重量、笔
尖凝聚的民生温度。 （下转2版）

人机协同时代 怎样的媒体人不被淘汰

3月 18日，常德丝弦艺术剧院 90后青年演员代表谢颜竹在

常德市鼎城区花船庙小学教孩子们学习常德丝弦。

位于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的常德丝弦艺术剧院汇集了从50

后到 90后的四代常德丝弦曲艺人，同一团队的四代艺术工作者

前赴后继、薪火相传，共同赓续和守护着常德丝弦这项优秀的地

方传统曲艺。2006年常德丝弦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新华社记者 赵众志/摄

3月 19日，宁波市江北区修人学校的学生在课间活动时玩游戏。

从 2025年春季学期开始，宁波市江北区积极响应浙江省教育

厅“课间一刻钟”的倡导，将课间活动时间由 10分钟延长至 15分钟，

鼓励各校依据办学特色、场所特点和学生特征“一校一策”制定课间

活动方案，充分引导孩子们走出教室、走向户外，享受快乐校园生活、

健康茁壮成长。 新华社记者 江 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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