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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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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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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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风和煦，染绿了山东潍坊高密市大牟家镇
西刘家庄村的大片麦田。眼下正是春灌关键期，
田间地头却鲜见农户身影。返乡创业的新农人刘
莉在家中轻点手机App，遍布田间的水肥一体化
设备便根据指令开始浇灌。
　　大学毕业后，刘莉回到家乡成立家庭农场，
流转土地搞规模农业。“上好学不代表会种地，
刚创业时，老乡们觉得我是花把式。”刘莉言语
间透着不服输的劲头，她引入水肥一体化滴灌技
术，加强良种繁育推广，实现种粮降本增效。
　　“看到丰收成果，乡亲们自然就会相信科
技的力量。现在大家都愿意流转土地加入我们
的农场。”刘莉说。随着规模不断扩大，家庭
农场搭建起农民科技大学堂和大学生创业平
台，聘请农业专家为农户免费提供技术指导，
帮助58名新农人成立家庭农场，吸引更多年轻
人逐梦田间。
　　在高密的乡村沃野，活跃着一批像刘莉这样
的致富带头人，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书写兴
农故事，成为带领村民增收致富的“共富合伙
人”。
　　高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楷介绍，当地
探索“村+合伙人”合作共建模式，实施“乡村
共富合伙人”行动，从企业家、大学毕业生、创
业团队、致富能手等各类人才中，集聚一批爱农
业、懂技术、善经营的优秀人才回村任职、返乡
创业，投身乡村振兴大舞台。
　　春日暖阳下，柴沟镇北张家屯村党支部书记
张承友正带领村民种植艾草。切根、整地、开
沟、摆放、覆土填压，大家干劲十足。“最近气
温回升快，光照又足，得抓紧种下去，浇水施
肥、防病防虫都不能马虎。”张承友说。

　　前几年，北张家屯村通过土地整理和环境整
治，整理出约200亩零散闲置土地。怎样让这些土
地产生最大效益？
　　经过多方考察，北张家屯村党支部决定与山
东益坤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探索“党支部+
公司+农户”模式，成立北张家屯“香艾园”共
富工坊，串联起种植、加工、康养产业链，带动
群众在家门口就业。
　　在“乡村共富合伙人”益坤农业总经理隋奇
眼中，艾草全身都是宝。通过开发艾草枕头、艾
叶茶等产品，艾草附加值增加了好几倍。
　　春忙场景有的发生在田间地头，有的则在网
络上。面前一部手机，手拿一盒黑蒜，柏城镇升
恒庄村党支部书记李延松开始了直播讲解：“我
们用有机大蒜制作的生态黑蒜，口感柔软，抗氧
化效果好，需要的家人们可以下单！”
　　升恒庄村的大蒜种植历史悠久，但长期以来
都是散户经营，形不成规模，销路打不开。村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后，与电商企业签订协议，通过
统一包装、直播销售等方式打响了大蒜特色品
牌，李延松还带头组建了“共富追梦人”直播
团队。
　　直播间里滔滔不绝的李延松也是个种蒜好
手。下了直播间，李延松来到大蒜种植田，抓起
一把泥土查看墒情。“常言道‘四月蒜，泥里
站’，这时候的大蒜需水需肥量大，一点都不能
耽误。刚才直播的底气，都是这地里的苗给
的。”李延松打趣说。
　　一年春作首，万事行为先。遍布高密乡野的
“乡村共富合伙人”不误农时不负春，描绘出多
彩的春忙图景。
         新华社济南3月30日电

新华社聚焦山东潍坊高密：
“乡村共富合伙人”的春忙图景

  “零添加”真的不含添加物吗？盐油糖
该如何避免过量摄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3月27日公布了59项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消费者特别关心
的“零添加”、食物过敏、盐油糖标示等内
容，均有明确规定，旨在进一步提升食品安
全保障水平，维护公众健康，促进食品产业
高质量发展。       （据新华社）

让“零添加”套路
彻底无路可走

□本报评论员 薛静

  如今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食品安全
意识在不断提升，对于食品本身的品质有更高要
求，不喜欢过多的食品添加剂。最近几年，“零添
加”的概念大行其道。在超市货架前，“零添加”
三个字仿佛让商品显得格外纯净。消费者趋之若鹜
的背后，是根深蒂固的“天然”崇拜心理驱使。
  “零添加”是什么概念？许多消费者理所当然
地认为，标注了“零添加”，就是食品中没有一点
添加剂。然而，多个“零添加”产品藏有猫腻，有
的把“品牌+0”申为商标，让消费者误以为是“零
添加”商品；还有的偷换概念，自定义“零添
加”，比如说是“0蔗糖”“0添加糖”，结果海藻
糖、果葡糖浆、麦芽糖浆、浓缩苹果汁等其他形式
的糖没少加。食品专家指出，所谓的“零添加”既
不意味着更安全，也不代表着更营养。
  其实食品添加剂并没有人们想象中可怕，实际
上，现代食品工业离不开添加剂，防腐剂能抑制微
生物滋生，抗氧化剂能延缓油脂酸败。而拒绝所有
添加剂的食品，往往意味着更短的保质期、更苛刻
的储存条件，甚至更高的变质风险。只要安全、合
理使用添加剂，不仅能避免食物的腐坏浪费，让人
在千里之外也能品尝到某一地的特色美食，也促进
了现代社会食品的极大丰富。
  “零添加”大行其道，大肆“收割”消费者，
表面看是消费者不明真相会错了意，而实际上则更
像是相关企业的“精准”营销。某些商家通过玩弄
文字游戏，制造“零添加”的概念，不外乎是为了
制造焦虑情绪，误导消费者判断。更有甚者利用消
费者相关知识不足的短板，暗示、影射其他产品含
添加剂危害健康，有恶意竞争、扰乱市场正常竞争
秩序之嫌。
  随着59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正式发
布，预包装食品不允许再使用“不添加”“零添加”等
用语对食品配料进行特别强调，也就意味着商家不
能再玩文字游戏，不能拿“零添加”当营销噱头了。
  食品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此次国家出台相应
标准，对“零添加”问题予以规范，要求具体、指
向清晰，正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守护，让消费者得
以科学、自主选择食品。也是倒逼商家把功夫下在
产品品质上，少玩营销花样，实打实研发健康产
品，真正守住诚信经营的底线。这也需要强化全链
条监管合力，对那些无视法规，继续以套路宣传引
诱消费者的商家予以查处，还市场公正公平的经营
环境。
  同时，也应加大对食品添加剂和食品成分等添
加物的科普力度。道理越辩越明，只有让公众理性
看待现代食品工业技术，深刻认识、了解食品技术
的可靠性，主动消除消费焦虑和科学理性的矛盾对
立，才能最大程度避免被营销话术哄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