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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新年将至，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

发市场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的时节。

天寒地冻挡不住来自四面八方的

买卖人。凌晨三四点，新发地市场门外

运送蔬果的大车小车就排起长龙；市场

内，身穿厚棉袄的商户们忙碌地谈价、

卸货、装车，一天的生意这就开了张。

3 年前,记者曾来新发地采访，跟那时

相比，现在的新发地市场里，披着棉被的

散装车变少了，规范化、专业化的菜品运

输车越来越多，不少商户还给自己的产品

进行包装，甚至打上了自家的品牌，整齐

摆放。

这种小不同的背后是大变化。在市

场的自由竞争中，散乱的小商户遭淘汰；

一批大商户成长起来，他们建设完善产业

链，进行规模化经营，提高产品品质，日益

契合消费者的需求。

正是市场的这些变化，不断提高着百

姓的生活质量。安全、健康且日益丰富的

菜品、果品源源不断地供应，让城市居民

生活有滋有味。这一个个改变、一点点进

步，让这个年过得和乐康泰。

“菜篮子”的变迁，时刻伴随着经济发

展的脉搏跳动。正是经济社会的发展推

动了一个个像新发地这样的市场变化，推

动了一次次结构的合理调整、一次次新动

力的释放⋯⋯我不禁畅想，多年之后再来

采访，再来触摸中国经济的脉搏，又会是

一个怎样丰富多彩、繁荣昌盛的新局面！

今年春节期间，带着对如何推进城镇

化和重塑新动力的思考，我深入浙江海宁

经济开发区 （尖山新区） 等地采访。这趟

新春走基层，除了见诸文字的稿件外，还

有几点小小的感悟。

一是在基层才知凉热。近几年，国际

经济形势错综复杂，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必然传导到

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身上，所以部分企业

和区域出现一定的困难，是触摸中国经济

温度时不能回避的，但也不能忽视经济增

长的内生动力。春节的走访中，我感受到

当地民众的消费热情和对未来生活的憧

憬，这些是未来经济向好的重要表征。比

如浙江乌镇、绍兴鲁迅故居摩肩接踵的人

群，排了好几公里长的旅游车辆。绿水青

山变成了金山银山，文化富矿成就了经济

产业。

二是要按照规律办事。“千条万条、

规律第一条”，不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不

充分考虑风险，难免会付出代价。春节

期间，我到一个占地数百亩、投资数十

亿元的园区去转了好几圈，虽然建筑和

道路都修得很好，但我发现该园区运转

基本停滞。园区内部的道路几乎没有车

辆通行，成为我这个新手司机练车的好

地方。对于中小城镇而言，聚集人气才

能 聚 集 财 气 。 预 期 的 繁 荣 效 果 没 有 出

现，对园区投资方来说就意味着资金作

用大打折扣，对宝贵的土地资源而言就

意 味 着 浪 费 。 希 望 随 着 改 革 步 伐 的 加

快，这样的现象越来越少。

三是办法总比困难多。人们面对困

难锐意进取的精神，令人鼓舞。比如，

尖山新区的宽塘民俗街在两三年时间内

从无到有，这得益于经营者积极主动，

不断想出点子培育后劲。对这条街，我

观察了好几天。过年前南方遭遇过寒潮

天气，一些商户可能觉得春节期间天冷

生意冷清，就没有怎么开门。结果春节

期间江南天气暖和，农历正月初一、初

二就有很多人来旅游。面对这种情况，

经营者及时调整策略，召集商户开门迎

客，增加了经济效益。一个经营者接受

采 访 时 告 诉 我 ： 街 上 开 的 店 多 、 服 务

好，消费者不一定就会喜欢；但如果开

的店少、服务还不好，游客肯定不会喜

欢。市场主体就是这样，只要帮助他们

搭建良好环境、形成良性循环，就能够

想方设法创造出价值。新春走基层让我

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应该多相信市场的

力量，尊重市场的抉择。

菜篮子折射大变化
杜 芳

贷款难、网点远、金融产品与实际需

求“有距离”⋯⋯如何从金融供给侧提供

更加个性化、多样化的金融服务，是摆在

银行业面前的重要课题。

新春期间，记者在福建调研采访时发

现，让百姓实实在在称赞的金融服务有两

大特点：一是以客户需求为金融服务的出

发点。例如，建行福建分行对大山中有产

品而缺销路的农户，利用金融网络优势帮

其搭建网上销售渠道；对于百姓装修需求

大而骗贷风险也大的情况，创新风控设计

产品，半年帮助两万多户完成装修。二是

创新力度大。对于设立网点成本极高、而

山中百姓急需基础金融服务的困境，一方

面创新服务渠道，与家电、移动等部门合

作开设“三农天地”金融服务站，另一方

面创新技术手段，提前 3 年在全国率先布

设先进的视频柜员机，使得福建七成县域

百姓享受到基本的金融服务。此外，针对

福建多山路的情况，建行福建分行开展金

融与公安部门跨领域合作，推出可自动缴

罚款的卡片及终端，使山里的农户在家门

口也可以用金融服务解决生活难题。

金融服务者们付出的努力、花费的

心思更是不可或缺。正是他们的努力，

让金融服务有了温度，温暖了广大群众

的心。当银行与客户之间不只是“金钱

交易”，而是实在地帮百姓解决诸多不

便，这才是真正强大起来的金融服务，

也才是银行自身转型与支持实体经济转

型的双赢之路。

给百姓真正需要的金融服务
崔文苑

猴年新春，我来到基层，看着一张张幸福

的笑脸，深入一个个和睦的家庭，蹲点一个个

美丽的乡村，仿佛也回到遥远的故乡，看到了

雪域高原正在祖国大家庭的怀抱中蒸蒸日上。

今年的藏历新年和春节只差一天，西藏

的节日气氛分外浓烈。八廓商城是拉萨市近

几年新打造的街区，集中了各种特产和旅游

纪念品。走进八廓商城，精雕细琢的“切玛”

喜庆鲜艳，里嫩外酥的“卡塞”处处飘香⋯⋯

跟着采办年货的大姐们逛上一圈，不仅能感

受到年货市场的丰富多彩，更能感受到雪域

高原人民生活水平的节节攀升。

在西藏工作艰苦，但每次采访我都能跟

采访对象真诚沟通，每天都能开开心心地工

作。正因为如此，我处处都能感受到高原人

的淳朴，感受到高原人给予我的温暖。藏族

人的热情好客减轻了我的思乡之情。今年西

藏的古突之夜与除夕同日，我不仅顺利地在

拉萨市民达珍家完成采访，还跟她和家人一

起愉快地过了年。

相比其他年轻记者，我觉得在青藏高原

工作的我是幸运的。每一次的采访我都认真

准备，因为我要对我的青藏高原这个“家”和

在这里像家人一样的采访对象负责。感谢他

们对我每一次采访的支持和配合，感谢他们

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一个独自在外的年轻记

者，感谢他们的故事给予了我营养，教会了我

在这片净土上脚踏实地地工作、生活。

青藏高原我的家
代 玲

高铁为我们带来了“在上海吃早餐、到北京吃午

饭”的便捷，而在这背后，是很多高铁人夜以继日的

付出。当我们对出门千米便能购买到日常生活用品

习以为常时，这背后，有着无数超市职工的付出。春

节期间，我来到铁轨旁，走进超市里，真切感受到了

这些普通人身上所散发的正能量。

北京超市发清河店所处的清河中街是一条狭窄

的街道，无法停车，这让清河店的购物体验受到很

大影响。于是，店长刘鑫不放过任何可能改进的机

会，通过无数次认真调研、调整，保证了稳定的客

源和营收。店里的普通员工也认真对待工作：送货

员冬夜里冒着严寒辛苦工作；售货员对顾客耐心解

释、温馨问候。

在高铁钢轨旁，一群高铁人则用彻夜坚守感染

着我。他们早已习惯常年远离家人和日夜颠倒。每

当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他们便整装而发，克服各

种困难，对钢轨进行细致地检测维护。在寒冬的凌

晨，我采访不到一个小时便浑身冰冷，手机几次被

冻关机，而这些高铁职工，为保证作业精准和安

全，耳朵不能有保暖物遮挡，衣服也远比我单薄，还

必须手握金属器材，工作 4小时以上。

采访中，我遇到的都是来自基层最普通的人，他

们遍布各个岗位，又低调沉默，让人常常忘记他们的

存在。但他们是中国经济别样的温度计，从他们身

上，我们能读出中国经济的温度。

来自基层的平凡感动
袁 勇

在圆通快递北京和平里分公司采访，记者真切

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就像快递小哥王鹏飞所说

的，“想起用双手扛起了一个家，就特别有自豪感”。

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正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

的亮丽一笔，与之相配套的，是快递量突破200亿件。

采访中，令记者欣喜的是，社会对快递员与日俱

增的尊重、理解。劳动不分贵贱，劳动创造价值。当

您接到“宝贝”时，如果对敬业的快递员说声“谢谢”，

他们会感到温暖；当他们需要帮助时，如果及时伸出

援助之手，就会让社会更加美好、更加温暖！

令记者鼓舞的是，快递服务质量不断提升。通

过大数据分单、自动流水线和分拣密码，快递物品将

更好更快地送到百姓手中；智能快递柜的不断拓展

更是解决了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的难题⋯⋯今

后，消费者将享受到更加便捷、放心的购物体验。

随着互联网+战略的深入实施和贯彻，海外购

物与农村市场网购需求得到释放，跨境物流与农村

物流将成快递行业的“蓝海”。怎样在新的领域赢得

消费者青睐？不仅要坚持“用户至上”，也要让服务

更贴心，配送专业化更强，并努力降低成本，这是新

年里快递行业从业者努力的目标。物联网技术将迸

发出新的创新能量，深刻改写中国经济的版图，相信

快递行业将沐浴政策春风，继续破浪前行。

快递服务质量在提升
崔国强

这次“新春走基层”，我们到了大兴安岭深处

的一个农场。只有 6 户人家的村落，却发展起了旅

游。那是 6 个普通的农家小院，木栅栏、砖瓦房，

在零下 40 多度的气温中，用柴火烧着东北传统的

土炕。大山深处的住宿条件，和一些地方的农家比

起来都有些简陋，很难与“旅游接待”联系起来。

这里会有“新闻”吗？我进村之后，心中多少是有

些忐忑的。

那晚，我们住在一户伐木工人家。淳朴的伐木

工人把火炕烧得很热。坐在热炕头上，我们听到的

是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主人是一位老伐木工人的后

代。他父亲在大兴安岭的伐木声中奉献了一辈子，

他扛着父辈的锯斧进山伐木 10 多年。国家实行天

然林保护工程之后，伐木量大幅减少，去年又实行

全面禁伐，伐木工人在林业转型的步伐中，遇到了

就业困难。这些没有多少文化、也不懂更多技术的

伐木工人，不靠不等，开始寻找出路。他们重新打

量自己熟悉的兴安岭，发展起了旅游。在这里，让

我们感动的不是旅游发展取得多大进步，而是那种

奋力转型的努力和伐木工人的坚韧。这不是最好的

“新闻”吗！

经济转型给社会带来不同变化，具体到每个个

人、每个家庭，都是艰难而迫切的改变。可以说，转

型是有成效的，而这种成效才刚刚显现，很有些“草

色遥看近却无”的意味。生活中很多平凡的故事，虽

然蕴含着春的气息，但大都没有“乱花迷人眼”的鲜

艳，甚至还透着寒意。“春自天涯悄悄来”，作为新闻

工作者，只有走进群众中，把我们的情感和他们贴得

更近一些，切身去体会和感受人们的努力，才能从平

凡中看到变化，在寒风中听到春的脚步。新春走基

层，又给我们上了一次“新闻课”。

春自天涯悄悄来
魏永刚

本报记者代玲（左）在八廓商城采访。

德庆白珍摄

本报记者崔文苑（左一）在福清核电站

施工现场了解绿色信贷。 林雪梅摄本报记者杜芳（左）在北京新发地采

访。 本报记者 李华林摄

图①图① 2 月 13 日，本报记者杨开新（右）在浙江海宁经济开发

区（尖山新区）采访经营者。 殷 烈摄
图②图② 本报记者雷汉发（右二）在河北衡水育秧大棚中采访。

陈连胜摄
图③图③ 本报记者袁勇（左）在京广铁路廊坊段采访养护铁轨的

铁路职工。 李溢春摄
图④图④ 本报记者王轶辰（中）、孙昌岳（右）在山东威海市采访

自贸区企业。 本报记者 王 晋摄

图⑤图⑤ 本报记者李华林（左）在北京

新发地采访。 本报记者 杜 芳摄
图⑥图⑥ 本报记者崔国强（右）跟随圆

通公司快递员王鹏飞送件。 钱卫华摄
图⑦图⑦ 除夕夜，本报记者何伟(右)来

到海口秀英区新海村渔民王茀义家中，跟

他们一起吃年夜饭。 窦毅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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