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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看视频

一组AI海报解码
“壮美广西”的多维魅力

寻找语文课本里的绝美：
朱自清《春》

这则粘土动画MV，
竟是AI做的！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 《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

标准农田实施方案》，并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

落实。

《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

准农田实施方案》全文如下。

粮食安全是战略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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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逐步把

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

标准农田，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

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

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

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以提高粮

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能力为首要任务，

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验收、管护机制，

优化建设布局，明确建设时序，加大投入

力度，做到新建和改造并重、数量和质量

并重、建设和管护并重，真正把具备条件

的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适宜耕

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

进一步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主要目标是：到 2030 年，力争累

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13.5亿亩，累计改造

提升 2.8亿亩，统筹规划、同步实施高

效节水灌溉，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8000 万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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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建设安排

（一） 建设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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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

准突出旱涝保收、抗灾减灾、产能提升

等基础性、通用性要求，省级层面细化

制定田块整治、灌排设施、田间道路、

地力提升等具体要求，市县级层面制定

简便易行、通俗易懂、操作性强的实施

细则，形成层次分明、上下衔接、务实

管用的标准体系。

（二） 建设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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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客土填充、表土剥离回填等措

施平整土地，合理调整农田地表坡降，改

善农田耕作层。结合日常农业生产加强

土壤改良培肥，切实提高耕地地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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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高标准农田经营主体自主推进水肥

一体化、智能灌溉、墒情虫情自动监测、

智慧气象服务等信息化建设。

（三） 建设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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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局限于永久基本农

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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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有条件地区开展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

建设示范。

（四） 建设分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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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个区域。东北区包

括辽宁、吉林、黑龙江 3省，以及内蒙

古东部的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

伦贝尔市 4 盟 （市），重点加快完善农

田灌排设施，加强田块整治和黑土地保

护。黄淮海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

山东、河南 5省 （直辖市），重点着力

提高灌溉保证率，完善现代化耕作

条件。 （下转2版）

中办国办印发《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

□ 纪仁杰 涂新宇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 磊 王海涵

在海拔 4600 米的西藏山南市加查县

崔久乡，寒风裹挟着雪粒呼啸而过，90
后乡党委副书记尤如俊正挨家挨户查看牧

民的饲草储备。作为淮南师范学院 2014

届西部计划志愿者，11 年前，他背着行

囊从江淮平原奔赴雪域高原。从推广牛

肝菌产业到重启闲置的酸奶加工厂，从

打造“阳光洗澡房”到为贫困学子争取

助学金，他用脚步丈量高原牧区，用创

新解锁乡村致富密码，将青春深深扎根于

西部热土。

从青涩的志愿者成长为分管民生工程

的乡镇干部，尤如俊主导的多个项目惠及

数千名群众，他也被当地誉为“雪域牦

牛”——踏实、耐寒、能负重。

尤如俊的故事，只是淮南师范学院西

部计划志愿者群体的一个缩影。自 2003
年国家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以

来，该校累计输送 203名优秀毕业生奔赴

西藏、新疆、青海、甘肃等西部地区。二

十余载接力奔赴，淮南师范学院学子恪守

“明德 至善 博学 笃行”的校训，在西部

广袤天地间谱写着“小我”与“大我”的

交响。

“孩子们眼里的星光，值得被全世

界看见。” 2014 年的夏天，音乐学专业

毕业生朱灶恒，背着吉他踏上了甘肃支

教之路。 （下转2版）

淮南师范学院累计输送200余名西部计划志愿者

把青春的火种播撒在西部热土

3月 30日，参赛选手在比赛中。当日，2025石家庄马拉

松赛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解放广场前鸣枪开跑。

张晓峰/摄（新华社发）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烨捷
实习生 何奕辰 俞佳一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长江干线

2024年港口货物吞吐量达 40.2亿吨，

与去年相比增长 3.9%。这组数字稳固

了其世界内河吞吐量榜首的地位。

在这组数字背后，是一代又一

代“疏浚人”。他们把长江口水深从

7米浚深到 12.5米，才使它成为真正

的“黄金水道”。日前，记者登上全

球最大的 LNG 双燃料耙吸挖泥船

“新海鲟”轮，揭秘这艘全球最大舱

容 LNG 双燃料动力耙吸式挖泥船背

后的故事。

为什么要挖泥

沿黄浦江一直向东到达长江入

海口，位于此处的长江口深水航道是

大型船舶进出上海港和长江沿线各

大港口的必经水道。如今，每天有不

计其数的大船在这里往来，但也有大

量泥沙在这里淤积，这些泥沙被形象

地称为“拦门沙”。它直接拦住了上海

港的进出要塞，挡住了上海向外发展

的道路。

如今站在“新海鲟”轮船艏，可以看

到络绎不绝的货运船只进出长江口，但

在 100年前，这样繁忙的景象却是国人

遥不可及的梦想。中交上海航道局（以
下简称“中交上航局”）有限公司中港

疏浚公司长江口项目总工程师王臻宁介

绍，每年随长江一路而来的 1.1 亿吨

“拦门沙”在入海口沉积。早在 1918
年，孙中山先生就曾提出“解决扬子江

口泥沙问题”“整治扬子江口水道及河

岸”的宏伟构想，然而这一世界级难题

毫无经验可鉴，国外专家也抛下了“不

可能”的答案。

“若前方无路，我便踏出一条路”，这

句话的背后，是一代代航道人付出的辛

勤努力。从 1958年交通部组织全国专家

开展论证研究，到 1972年长江口航道整

治工程处（中交上航局中港疏浚公司的
前身——记者注）正式开展长江口航道

疏浚建设，再到 2011年通过国家竣工验

收，这项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水

运工程，终于实现了航道水深由 7 米至

12.5 米的巨大跨越，完成了 125 公里的

“水上高速路”全线贯通。

“一寸水深一寸金”，在长江这条

“黄金水道”上，每 1 米的水深都意义

重大。据统计，水深 8.5米的航道相比

水深 7米的航道，每艘集装箱船可多装

载 1000 标箱，载装量提升 30%；而 10
米水深相较于 9米，集装箱装载量亦可

增加 800标箱。工作的效率高、装载量

大，全球的船只都愿意来上海，进出口

贸易才能“红火”起来。

从河口挖出的 3.2亿立方米淤泥，如

果按 1立方米堆放，可绕地球赤道 8圈。如

果堆积在标准足球场

上，相当于建起 1.4万
层建筑。这一耙又一

耙，挖出的不仅是长

江口深水航道，也是一

部波澜壮阔的百年疏

浚史。 （下转2版）

挖走“拦门沙”打造“黄金深水航道”

“ 挖 泥 吹 岛 ”船 上 的 年 轻 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刘 芳

江苏无锡的春日，被一个个音符点

缀起来。

3 月 19 日至 21 日，“爱乐之城·无

锡”主题国际交流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

各地，以及瑞典、德国、韩国、马来西亚等

国家的游客。他们被现场发布的一张中

英文对照手绘地图吸引——囊括 8条主

题线路、38个点位，无锡的音乐活动、

音乐场馆、故居旧址等内容清晰呈现，

方便人们按图索骥体验音乐之旅。

这趟音乐之旅中，嘉宾们还登上

了主办方开行的“音乐巴士”，观赏专

业乐手带来的传统和现代音乐曲目表

演。部分嘉宾则来到梅村二胡产业园

参观，一间琴坊内，年轻调音师马云飞

和无锡青年二胡演奏家杨力开启直

播，二人在传统曲目中加入摇滚电音

节奏，动感多元的琴声在互联网上扩散。

传承文化经典

无锡音乐土壤丰厚，鸿山遗址曾出

土近 400 件春秋战国时期的青瓷乐器。

这里诞生过“瞎子阿炳”华彦钧、二胡演

奏学派奠基人刘天华、中国民族音乐学

奠基人杨荫浏、《歌唱祖国》作者王莘、著

名剧作家于伶等音乐名人。

中国十大二胡名曲中，包括《二泉映

月》在内的 8首与无锡有关，这座城市有

“中国二胡之乡”的美誉。

不久前，第二届全国民族器乐展演

在无锡举办。去年 11 月，费城交响乐团

与无锡交响乐团在无锡大剧院联袂举行

公益演出，来自美国的艺术家奏响《二泉

映月》等中国民乐，现场响起热烈掌声。

近年来，在无锡，传承和创新是音乐

故事的主旋律。为纪念“瞎子阿炳”华彦

钧诞辰，无锡每年举行大型民族音乐会、学

术笔谈会，2024 年 8 月举办的阿炳文化艺

术季更是将时间延长至一个月；为纪念刘

天华等民乐大师，无锡近年来先后举办数

十场主题音乐会。

此外，近年来，无锡深挖音乐名人资

源，“激活”一批音乐名人故居、纪念馆，

向社会各界讲好音乐名人故事。位于无

锡梁溪区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阿炳

故居的设施得到全面提升，展陈功能也

更加完善，迎接了一批批前来学习音乐

文化的青少年。

新型消费空间带来美的体验

在无锡，吸引年轻人的音乐场所，不

只有名人故居。 （下转2版）

无锡春日被音乐点亮

拨响“青春和弦”激活传统文化资源

新华社记者 黄庆刚

3 月 29 日至 30 日，以

“系统性变革 智能化传播：

网络媒体的机遇与挑战”为

主题的 2025 中国网络媒体

论坛在广西南宁举行。与会

人士认为，当前人工智能正

赋能网络传播，推动媒体向

心力和创造力相融共进、正

能量和大流量双向奔赴，主

流舆论、主流价值、主流文

化持续巩固壮大。

论坛期间，公布了 50
件十佳网络精品及 499件网

络精品，举办了人机共创·

2025 AI赋能正能量创作大

会、“坚持主流价值导向 推

动算法向上向善”主题分享

会等，现场还启动了 2025
年网上重大主题宣传和重大

议题设置项目暨“多彩民

族 壮美广西”网络主题宣

传活动。

当先贤大德穿越时空

开启对话，当普通网民在

“数字魔镜”中一键换装，当

沉睡的文物“活”起来……

网络传播与人工智能的相

互赋能，是正能量与硬科

技的“双向奔赴”，推动主

流价值观与新质生产力同

频共振。

与会人士认为，当前以

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信息技

术日新月异，整体重塑媒体

形态、舆论生态、文化业

态，要引导网络媒体加快适

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的趋势，切实担负起思想引

领、文化传承、舆论引导、

服务人民的重要使命。

如今，以 AI 为代表的

新兴科技，助力高效实现跨

越时空的思想碰撞，不断推

动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升

文化国际传播能力。

视频 《当孔子遇见苏格

拉底》 借助 AI 技术，创作

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数字形

象，创意实现两位思想家微

信视频通话、跨越千年携手

同游的场景，讲述了东西方

思想的和而不同和文明交流互鉴。视频全网曝光量超

1亿，视频点赞量超 30万。

历史影像动态修复技术沉浸式再现历史场景，让

抗美援朝老战士重现青春容颜；文物数字化活化技术

复原文物，让网民与文物穿越千年对话……科技的介

入，让过去的老故事变成新记忆。

微短剧 《国旗飘扬 75年！AI重现首位旗手时空

之旅》通过重构历史场景，再现新中国首位升旗手胡

其俊的真实经历。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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