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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孙中岭：

多元筹资+智慧管养
建设“四好农村路”

全国人大代表刘宏云：

抢占人工智能先机
加速释放AI价值

“要想富，先修路。依据《交
通强国建设纲要》及2024年中央
一号文件关于实施农村路网提升
行动的要求，我国农村公路建设
已取得显著成效，总里程达 453
万 公 里 ，硬 化 路 通 村 率 超 过
99%。”全国人大代表、中牟县官
渡镇孙庄村党支部书记孙中岭
说，“然而，通过实地调研发现，中
西部传统农区仍有23%的自然村
未实现户户通，特别是我所在的
山区农村，18%的入户道路仍为
土路，雨季通行中断率高达45%，
直接导致农产品滞销率增加了12
个百分点。因此，推进‘四好农村
路’高质量发展势在必行。”

对于现存的问题，孙中岭认
为有四个方面原因：政策执行存
在梯度差，现行以奖代补政策对
经济薄弱地区适配性不足；建设
标准不统一，现有技术规范未充
分考虑传统村落保护需求；管养
机制不健全，村级道路年养护经

费缺口大；资金筹措渠道单一，社
会资本参与度不足。

为此，孙中岭提出三点建议：
实施差异化攻坚计划。建

立三类清单管理机制：将未达
标村按地形条件分为平原、丘
陵、山区三类，分别制定2025
年、2027 年、2030 年的阶段
性目标，确保精准施策；创新

“以工代赈+”模式：在中西部
23个省份推广“道路建设+技

能培训+公益性岗位”机制，确
保本地用工比例超过60%，促进农
民增收。

构建多元化投入机制。设立
国家传统村落道路保护专项基金：
加强传统村落道路保护；推广道路
建设指标置换模式：允许通过土地
增减挂钩指标收益反哺道路建设，
拓宽资金筹措渠道；试点路权质押
融资：将道路冠名权、广告经营权等
纳入融资担保范围，创新融资方式。

建立智慧管养体系。开发路
长制数字管理平台：实现病害AI
识别、养护资金区块链追溯，提高
管养效率；建立建养一体化考核
机制：将后期养护质量与建设资
金拨付挂钩，确保道路建设与养
护并重；培育农村道路养护合作
社：给予税费减免和设备购置补
贴，支持农村道路养护事业发展。

孙中岭还希望有关部门统筹
考虑传统农区的特殊需求，在政策
供给、资金安排、技术标准等方面
给予差异化支持，让农村公路真正
成为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通过
试点先行、逐步推广的方式，为全
国农村道路建设提供示范样本。
记者 卢文军

全国人大代表、超聚变数字技
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宏云认为，当
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已从AI 1.0
快速发展至AI 2.0阶段。在应用
方面，在AI算力供应商、大模型
服务商与政企数字化应用之
间，整个行业目前尚未形成匹
配当下及未来的 AI 数据使能
平台与产品服务能力。

刘宏云建议，结合《“东数
西算”工程总体布局方案》《人工
智能发展规划（2018—2030）》等政
策指引，政府进一步出台财税和资
金支持计划。一方面，鼓励龙头企
业勇于担当，给使用创新算力服务
的用户企业提供支持，降低企业算
力使用成本；另一方面，加大在科
技创新中的资金投入，扶持算力网
络资源管理和调度平台技术的科
技创新。

刘宏云表示，企业应该具备在
不同大模型服务之间进行稳定切
换的能力，建议使用增强政策引导
和资金扶持等方式，推动在这方面
的科技创新以及产业创新融合发
展进程，加速 AI 技术在企业和政
府的实际业务应用。

“纵观城市数智化建设发展，
政府各部门间的统筹管理的运作
模式效果不佳，各部门的业务系
统、数据系统分散建设，应用组
件和模块的重复建设情况严重，也
不利于数据要素流通。”刘宏云建
议，搭建开放兼容、安全可靠的
基 础 平 台 ，集 成 算法与模型资
源，建立共性模块共享机制，最终
实现提现 AI 核心功能和价值的
原生能力的“城市数字资源管理
系统”。

刘宏云说，超聚变作为基础
设施与服务提供者，已经走过了
第三个完整年，成功应对了算力
产业的巨大变化，实现了“活下
来”。销售收入每年一个台阶，
2024 年跨越 300 亿元，迈进 400 亿
元；国内稳居第二，海外市场 3 年
复合增长率超过 50%。互联网 3
年收入 10 倍增长，运营商收入 3
倍增长，各垂直行业取得了 TOP
客户的规模突破，伙伴数量从成
立之初 2000+实现当前 22000+跨
越式增长。

“目前，超聚变研发中心及总
部基地正式投入启用，未来已来，
超聚变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助力
河南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刘宏云
表示，超聚变将坚持“以客户为中
心、不断探索业务本质、以奋斗者
为本、合作共赢”的核心价值观，服
务全球客户，打造算力赛道上的中
原明珠。
记者 覃岩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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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责同罚 完善产权保护立法 加快二氧化碳捕集技术应用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形势严峻，

二氧化碳减排已成为各国实现碳中
和目标的核心议题。在“双碳”目标
下，二氧化碳捕集技术（CCUS）的发
展被赋予重要战略意义。

“我国CCUS技术虽已取得显著
进展，但仍面临政策支持不足、技
术成本高、应用生态薄弱等挑战，
需通过强化政策引导、加快技术攻
关、完善产业链协同等举措，推动
这一关键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全
国政协委员、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
秘书长、民革河南省委会副主委吕
心阳表示。

吕心阳认为，可以通过多种途

径加快推动二氧化碳捕集技术应
用，比如组建由龙头企业牵头的创
新联合体，建设示范项目探索技术
路径；推动CCUS与传统高耗能产业
深度融合，建立捕集示范项目；加快
开发二氧化碳制甲醇、烯烃等高附
加值技术，建设运输管道网络与封
存设施，打造“捕集—运输—利用—
封存”全产业链；通过碳市场机制激
发企业内生需求，鼓励化工、农业等
领域创新应用，提升二氧化碳资源
化经济价值。同时，还要加强公众
科普教育，为CCUS技术真正实现产
业赋能营造良好的氛围。
记者 赵文静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中，仍然
存在因所有制差异导致的刑罚适
用偏差、侵权追责标准不统一、产
权救济效率不足等问题，制约着市
场主体的信心与创新动力。”全国
人大代表、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
海马集团董事长景柱呼吁，从法律
上平等对待国企民企，完善产权保
护立法，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
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
罪同罚”。

景柱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法律规
定，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
合法利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

罚，以“平等保护、统一标准、系统治
理”为原则，推动修订《刑法》相关条
款，统一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
罪、行贿罪和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
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
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等罪名的入罪量
刑标准，取消对国有企业人员的特
殊处罚规定，建立恶意侵权从重处
罚机制，切实消除所有制歧视、统一
法律尺度、强化执行刚性，提升法律
威慑力。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修
订《刑法》相关条款纳入立法计划，
加快调研论证，推动相关法律修订
与制度落地。
记者 徐刚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