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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董素玉 乌梦达 王君璐

3月27日至31日，2025中关村论坛年会举办。北
京敞开大门，迎接春天，也迎接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创新者。

北京的碧桃、早樱竞相盛开，中关村的“未来之花”
也在绽放——“大国重器”HEPS发出第一束光、“梦想”
号大洋钻探船建成入列、基因治疗技术让盲人“看”到光
明……一批世界级成果“首秀”，一批黑科技“上新”，让
世界将目光再次聚焦中关村。

2025年，以人工智能为主要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
命加速发展，让大众对未来充满渴望，而中关村论坛是
前瞻未来的重要窗口。5大板块128场活动、60场平行
论坛……千名顶尖学者、中外嘉宾围绕“新质生产力与全
球科技合作”的年度主题，展开前沿对话，共绘未来蓝图。

活的“科技史”

“没走两步，就遇上一个机器人，‘硅基生命’引人注
目。”这不是科幻片，而是论坛年会现场的真实写照。

没有什么比未来更令人神往。聆听“未来序曲”，中关村
论坛给出了精彩的演绎——“机器人店员”递上现磨咖啡、

“机器人书法家”挥毫泼墨、仿生机器狗即兴表演后空翻……
年会现场如同大型“机器人求职现场”。15家企业

的近百台机器人在迎宾、交流、主持、表演、服务五大类核
心场景中，展示具身智能技术的商业化潜力。这一切让
参会者真切地感受到，未来已来，就在你我身边。

“今天，创新浪潮涌动，科技突破的速度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要猛烈。”目睹中关村蝶变，出席开幕式的新加坡
副总理王瑞杰感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科技，深刻
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诞生于2007年的中关村论坛，历经18年积淀，成为
我国创新发展、积极参与国际科技合作的重要窗口。

从长寿命超导量子比特芯片、量子计算云平台“夸
父”，到AI光芯片“太极”、通用智能体“通通”……近年
来，一系列科技成果都选择在中关村论坛与公众见面。

本届年会期间，中关村论坛重大成果、《国家创新指
数报告》、2024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具身智能十大
重点研究方向和标准化白皮书等一批科技成果、创新政
策和权威报告发布，向世界分享“中国科技故事”，为全球
创新发展提供新思路、新启示。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
来产业。年会期间，重装亮相的中关村展示中心常设展
吸引大批中外嘉宾参观。

踏入黑科技密布的展厅，“天工”具身智能机器人、朱

雀三号可重复使用火箭、全球最大海上风电机组等一个
接一个颇具分量的里程碑成果，标记了一个又一个科技
史坐标，也托举起中关村科学中心与创新高地的重量。

创新“梦工厂”

“这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半侵入式脑机接口‘北脑一号’，
它已完成3例人体试验……”开幕式所在的畅春厅外，外
国人围着一个透明的脑部模型，竖起拇指。

“去年论坛，‘北脑二号’一经发布即获得全球关注，
让我们获得了更多投资人抛来的橄榄枝。这大大缩短了
成果从实验室到临床的周期。”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
所长罗敏敏说，中关村论坛不愧为创新企业的成长“加速
器”、科技成果的转化“催化剂”。

促供需对接，本届论坛年会举办中关村国际技术交
易大会、技术交易开放日等十余场技术交易活动，打造创
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新引擎。

“前脚刚从中关村论坛前沿大赛路演台上走下，后脚
就遇到前来合作的投资人和园区代表，使我们快速打通
上下游，让技术成为产品。”博睿康首席技术官王昱婧激
动地说。

创新的“化学反应”，离不开土壤肥沃的创新雨林。
如果说中关村论坛见证了大家的圆梦时刻，那么它背后
的中关村则是创新企业的筑梦之地。

从一片农田、一条电子街到辐射全国、链接全球的创
新高地……中关村一直生长，488平方公里土地上，每天
都有新的奇迹孕育，处处澎湃着面向未来的创新伟力。

“资本市场的宠儿”、人工智能独角兽企业智谱AI，
携AI智能体AutoGLM亮相今年的年会开幕式。

创始人张鹏回忆起那个最初的梦想，“6年前，我们
就怀有一颗初心：要让机器人像人一样思考、让AI真正
帮人们做点什么”。

而今，这个梦想已经实现：从智谱AI诞生的AI智能
体AutoGLM已经能让AI跳出对话框，身体力行替人类

“干活”。
中关村人共同构筑起一座创新“梦工厂”。这里不乏

一流的技术、一流的人才，政策的精准滴灌、耐心资本的
悉心浇灌，让梦想插上起飞的翅膀。

从原创成果突破、中试孵化加速，到产业梯度共进、
创新伙伴协同，再到应用场景牵引、金融活水赋能，中关
村打破藩篱、先行先试，使创新主体敢于布局前沿、勇攀
科创高峰。

托举“地球村”

从“中国的硅谷”到“世界的中关村”，“开放”始终是

中关村论坛的题中之义。
年会期间，30多家国际组织与机构主办承办18场平

行论坛，把前沿技术突破转化为推动全球发展的强劲动
力。

今年，有“硬科技企业成长摇篮”之称的中关村国际
前沿科技大赛，国际参与度再创新高，来自75个国家和
地区的3200多个项目参赛，国际项目占比达40%。

国际参与度之高、认可度美誉度之高，折射出中关村
论坛与日俱增的影响力、链接力、辐射力。

近期，长安链、RISC-V处理器核、理想整车操作系
统等一系列开源成果密集上新。这一“用创新带动创新”
的尝试，不仅以自由、开放的氛围惠及更多创新者，凝聚
起闪耀的群体智慧，更凸显了中国引领开源之潮流，让世
界共享中国智慧的气度。

“唯有开放合作，才能应对全球性的科学挑战。我们
的愿景，与中国的发展战略、北京的创新优势不谋而合。”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法国物理学家杰哈·阿尔贝特·
穆鲁伸出合作的橄榄枝。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巴里·马歇尔再次登上
中关村论坛年会的舞台，他感慨：“北京是不可多得的创
新伙伴。中关村有着强有力的政策支持，知识产权、监
管、上市规划、成果转化，这对创新来说格外重要。”

他还多了一个新身份：中关村特色产业园的合作
者。这位中关村论坛的“老友”用脚投票，将他的创新基
地落在北京。他将与中国伙伴一道，建设一个更健康的

“地球村”。
量子计算、AI大模型、生物科技……面对新一轮科

技革命浪潮，世界各国需要携手突破技术壁垒，共享发展
成果。作为面向全球科技创新交流合作的国家级平台，
中关村论坛成为链接全球智慧、共创美好未来的一座桥
梁。

伴随中关村论坛成长，中关村的外贸成绩单也日渐
闪耀。自2007年以来，中关村累计外贸规模突破万亿
元，其中民营经济占比突破五成，高新技术产品占比突破
七成，这一比重不断攀升。

“开放合作也让中国生物技术进步飞速。”美国昆泰
公司创始人、董事长丹尼斯·吉林斯这样评价。而他的夫
人米雷耶·吉林斯作为沪亚生物的创始人，也带着寻找中
国原创新药成果、开发全球市场的愿景来到中关村。

得益于开放、致力于开放的中关村，不会止步。“中关
村将始终保持开放胸襟，进一步深化科技开放合作，积极
构建全球创新网络关键枢纽，为全球科技创新交流合作
贡献中关村力量。”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党组书记、
主任张继红说。 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在中关村聆听“未来序曲”
■新华社记者 余贤红 刘佳敏

当前全党上下正在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
育，纵深推进作风建设。改作风涉及方方面面，其中形成好的文
风会风话风是检视作风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尺，更是持续改作风
的题中之义。改作风和改文风会风话风要一体推进、相互促进。

文章怎么写，会怎么开，话怎么说，都直接映射党员干部作
风状况，直接关乎党和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形象。早在中央八项
规定出台之初，党中央就对精文简会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以
上率下作出了示范，树立了标杆。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就要时时对标对表，在改文风会风话风上绵绵用力，以群
众看得见的变化体现作风建设新成效。

文风改什么？改掉晦涩难懂的语言，改掉言之无物的内
容，改掉动辄穿靴戴帽的风格，改掉长篇累牍的形式，改掉居高
临下的说教。文章不写半句空，文件不注一点水，语言朴实平
实，内容开门见山，干部群众才能读得懂，看得明白。

会风改什么？改掉“马拉松式”会议，改掉开会“轮流念稿”，改
掉层层陪会，改掉为开会而开会，改掉重形式无内容的会。少开
会、开短会、开有用的会，让干部腾出精力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

话风改什么？改掉推诿扯皮，改掉官腔官调，改掉溜须拍
马，改掉车轱辘话。多说大白话，敢讲真心话，坚决摒弃“正确
的废话、漂亮的空话、严谨的套话”。

文风会风话风中的一些不良习气，根子是作风不严不实。
没有真正沉到一线了解民情，就写不出有思想有温度的好文
章；没有奔着问题去的认真劲，就容易陷入“以会议贯彻会议”
的怪圈；没有主动和群众掏心窝子，话就说不到老百姓的心坎
里。改文风会风话风，说到底就是要改作风、戒虚功。

作风就是形象，作风就是力量。以学习教育为契机，从党员干部思
想源头抓起，锻造过硬作风，讲实干、谋实绩，“短实新”的文风、“干实事”
的会风、“接地气”的话风就会蔚然成风。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改文风会风话风
是改作风题中之义

本报济宁3月29日讯（全媒体记者 纪闻路）“花海彩田·
舌尖悦动·绿能启航”兖州区2025年春季促消费活动今天在牛
楼小镇启动。

本次活动，有效整合了文旅、商贸、农业等多领域资源。活
动现场，打造了新能源车展、特色美食展销、农副产品推广等8
个展区，还有精彩的歌曲、舞蹈、戏曲等文艺演出。

近年来，新兖镇大力打造沉浸式、年轻化消费场景，吸引游
客前来观光打卡、品尝美食。促消费、活市场、稳增长、聚人气，
新型消费正不断重塑消费结构，推进了服务消费提质扩容。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兖州区始终把促消
费作为稳增长、惠民生的关键举措，先后举办“十大名吃”评选、

“新春文旅消费季”、“电商年货节”等活动，有效挖掘群众需求，
持续激发消费潜力。

兖州区

2025年春季促消费活动启动

中关村论坛年会
看新质生产力

新华全媒头条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在中关村展示中心常设展内，人形
机器人“天工”向参观者挥手。

以“新质生产力与全球科技合作”为
主题的 2025 中关村论坛年会日前在北
京开幕。论坛年会期间，中关村展示中
心常设展以“新质生产力看北京”为主
题，更新改革赋能新质生产力、加大高质
量科技供给、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培育壮
大新兴产业、打造开放创新生态等5大
展区展陈，聚焦“人工智能+”、人形机器
人、商业航天等20个前沿集群，汇聚了
350余家单位的490余项创新展品，展示
北京市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
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最新成果。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上接1版B）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文旅活动在梁山接连上
演。公明坊文化古街推出灯光秀、烟火瀑布、水浒好汉真人
巡游、网红不倒翁、大宋风韵舞蹈秀等“畅游公明坊”夜游项
目……千人研学团走进水泊梁山风景区，开启“研习水浒文化”
主题研学之旅。贾堌堆农家寨景区推出黄河家宴、杂技表演、
桃花节等活动，开启春日文旅新体验。

“我们通过实施‘一景区一方案’，提升基础设施，丰富旅游
业态，增加互动体验项目以及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推动
了全县文旅市场的融合发展，实现了游客数量和旅游收入的显
著增长。”梁山县旅游事业发展中心主任黄希山表示。

（上接1版A）贴心服务，助力项目快速投产达效。 构建市
县乡三级联动和跨部门协作机制。全市14个县区均组建了项
目管家团队，提供专业的政策解读和填报指导，现场出谋划策
解决项目落地过程中的实际问题，确保全链条、全方位的服务
覆盖。一对一精准服务，项目管家团队围绕项目需求，将高效
审批服务直接送到项目现场。今年以来，共协助破解项目难题
300余项，推动包括山东时代新能源电池产业基地项目在内的
206个项目完成审批手续。

■新华社记者 杨守勇 叶婧

高标准农田不断延展，高端智能的育种成果推陈出新，
满载“山东好品”的集装箱跨海越洋……人勤地不懒，创新
向未来。记者在齐鲁大地春耕一线看到，从平原、山丘到蓝
色大海，空中的无人机，繁忙的实验室，机器轰鸣的企业，各
色“春耕”无不正为山东这个农业产值过万亿元的省份高质
量发展再蓄新动能。

高标准农田里的“产量引擎”

在菏泽市郓城县黄河滩区的张鲁集镇，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正全面推进。正在田间的张鲁集镇分管农业的副镇
长魏畅说，项目涵盖25个村庄、4.5万亩耕地，将为3万多名
农民创造更好的耕作条件。

而在这个县张营街道后彭庄村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基地
里，4台节水喷灌机正与植保无人机等智能设备协同作业，
将水分和肥料均匀撒进翠绿麦田。负责这1000多亩地的
种粮大户于东进说：“一机在手，天上地下齐开工，10天就能
完成灌溉和施肥，亩产量至少增加100斤。”

近年来，农业大省山东不断寻找高标准农田建设新的
增长极，以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为重点，突出抓好耕地
保护、地力提升和高效节水灌溉，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7759
万亩，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80%、永久基本农田的90%。

土地高标准，生产高科技。在临沂市郯城县泉源镇理想家
庭农场麦田里，一条条直径约4厘米的黑色微喷带如“毛细血
管”般铺开。农场负责人吴传芳说，目前，山东融合良田、良种、
良机、良技、良制，“五良”集成使粮食产量提高10%至20%。

山东已部署六大主要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引领区
建设，梯次打造一批百亩攻关田、千亩示范方、万亩辐射片，

示范带动粮食均衡稳定增产，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农产品种子里的“科技芯片”

“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争气菜’。”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
所研究员、寿光蔬菜研发中心“寿蔬英才”李占省指着一排排
刚定植的春季茬口青花菜说，团队已培育出具有花球高圆、低
温不易变紫、抗逆丰产等特点的高品质国产新品种。

记者在寿光蔬菜种业集团研发中心了解到：一包1000
粒、3克重的西红柿“樟小白”种子售价700元，仍供不应求；
黄瓜、圆茄、丝瓜、苦瓜、甜瓜等蔬菜种子绝大多数实现自
给；寿光建成了全省最大的蔬菜种质资源库，种苗年繁育能
力达18亿株，自主研发257个蔬菜新品种。

黄淮海地区小麦持续丰产增产，也离不开山东良种的
贡献。“黄淮麦区平均亩产400公斤以上、大面积丰产田亩产
超500公斤。”中国工程院院士、“济麦22”育成人赵振东
说。山东去年审定小麦、玉米、大豆等新品种143个，主要农
作物良种覆盖率98%以上，对粮食增产贡献率达47%，是

“齐鲁粮仓”持续丰盈的重要源泉。
创新带来累累硕果：近年来，山东培育的玉米、小麦、大

豆、马铃薯等作物多次刷新全国高产纪录，在全国率先实现
自然海域规模化产出三文鱼，“益生909小型白羽肉鸡”打破
国外品种垄断……

育种技术不断突破，为山东践行大食物观提供了核心支
撑，更推动山东向设施农业、畜牧业、盐碱地、大海全面要

“粮”，以占全国6%的耕地、1%的淡水资源，贡献了8%的粮
食、10%的肉蛋奶、11%的蔬菜、12%的水果和13%的水产品。

全产业链条里的“增收密码”

经过层层提取加工，一棵海藻变身凉粉、功能饮品、化

妆品……走进青岛明月海藻集团海藻科技馆，记者近距离
感受海藻的“七十二变”。青岛明月海藻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张国防说，延长产业链条，将海藻“吃干榨净”，是企业
实现效益倍增、价值跃升的关键。

得益于产业化深耕发展，2020年山东省农林牧渔业总
产值率先突破万亿元大关，2024年增长至1.28万亿元，继续
领跑全国。

不同的“春耕”生机盎然，记者在山东各地看到：乐
陵杨安镇把辣椒、胡椒、小茴香等常见香辛料，加工成炖
鸡炖肉料、酱料包、火锅底料等 1200 余种产品；小小大
蒜，在金乡县被开发成蒜蓉扇贝、黑蒜酸奶等数十种产
品……

“各地有特色，产业有支撑，链条有项目，增值有后劲。”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一级巡视员于永德说，山东编制了枣庄
石榴、黄河故道桑黄、乳山牡蛎等26个特色产业规划，打造
沿黄肉牛等8大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7个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搭建高效特色农业发展平台，每年拿出至少2
亿元支持产业项目40个以上。

春日烟台港，载有红酒蓝莓鹅肝的货船即将开航。山
东春冠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马立君告诉记者，公司近期新
上了鹅肝罐头、酱卤鹅肝等高端产品出口生产线，已与港澳
等地企业签约，“小灰鹅”正走进粤港澳大湾区，2024年产值
增长27.11%。

一夜东风起，齐鲁遍地春。山东众多农产品早已享
誉世界：三文鱼、法式鹅肝、冻干果蔬等新特产抢占国际
高端市场，青岛泡菜占据韩国市场“半壁江山”……“鲁字
号”优质农产品漂洋过海，山东农产品出口连续26年居全
国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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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翻千层浪 人勤地不懒
——从春耕一线看山东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