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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 1.9亿人次
较 2023 年同期增长 26.7%

本报北京 2 月 10 日讯（记者齐慧）
交 通 运 输 部 最 新 公 布 的 数 据 显 示 ，

9 日 农 历 腊 月 三 十 ，全 社 会 跨 区 域

人 员 流 动 量 19524 万 人 次 ，比 2023

年 同 期 增 长 26.7% ，比 2019 年 同 期 增

长 28.4% 。

据 统 计 ，2 月 9 日 ，铁 路 客 运 量

825.7 万 人 次 ，比 2023 年 同 期 增 长

98.8%，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50.2%。公

路人员流动量 18462 万人次，比 2023 年

同 期 增 长 24.2% ，比 2019 年 同 期 增 长

28.5% 。 水 路 客 运 量 56.6 万 人 次 ，比

2023 年同期增长 11.9%，比 2019 年同期

下降 60.8%。民航客运量 179.7 万人次，

比 2023 年同期增长 137.7%，比 2019 年

同期增长 25%。

10 日是农历新年第一天，返乡及出

行的车流人流仍处于高峰，各地交通运

输部门多措并举做好春运服务保障，全

力打造让人民群众满意的平安便捷温

馨春运。

构建向北开放新高地

—
—

黑龙江绥芬河口岸采访记

本报记者

吴

浩

寒风凛冽，冰天雪地。春节前夕，记

者来到位于祖国东端的黑龙江省绥芬河

市，感受口岸城市的经济脉动。作为“火

车拉来的城市”，绥芬河有着“百年口岸”

的 美 誉 ，汽 笛 声 在 此 已 经 回 响 了 120

年。东出西联、南下北上，边境小城如今

成为“开放前沿”。畅通国际联运通道，

做大做强口岸经济⋯⋯绥芬河正着力构

建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书写新的开放

篇章。

“钢铁驼队”忙

2 月 5 日 13 时 30 分，伴随着汽笛声

响，宽轨入境的中欧班列 3607 次货车，

缓缓驶入绥芬河站南场。这列满载着

44 个集装箱板材的货车，从俄罗斯卡拉

布拉站发车，前往江苏省徐州市杨屯站，

要在绥芬河站办理国际联运运输手续、

等待换装作业。

“临近春节，铁路跨境货运更加繁

忙，我们全力做好接车、换装作业，保障

口岸货运畅通。”绥芬河站交接所车间副

所长李义刚说。

绥芬河是我国首批沿边对外开放城

市之一，拥有铁路口岸、公路口岸两个国

家级一类口岸。绥芬河站是黑龙江省最

大的对俄铁路口岸站，是中欧班列“东通

道”的重要口岸之一。随着“一带一路”

的深入推进，经由绥芬河站的进出口运

量逐年增多。

“推进！连结！试拉！”绥芬河站南

场内，关成亮准确地发出一道道作业指

令。“一号连结员，今天风大，要抓牢站

稳。”关成亮嘱咐连结员选好车梯，注意

脚下安全。

今年 45 岁的关成亮，是绥芬河站运

转车间的一名调车长。冬季作业时，零

下 20 多摄氏度的天气是“家常便饭”。

寒风凛冽，关成亮眼睛被吹得流出眼泪，

依然要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线路，关注

列车运行情况，确保人员、列车安全。

“其实我们的工作与拼积木很像，在

极寒天气里拼车皮这个‘大积木’。寒风

刮到脸上，就像针扎一样，特别疼。但为

了保障口岸运输安全畅通，我们必须坚守岗位，为国际联运

安全运输保驾护航。”关成亮随口呼出的哈气，早已在帽子和

脖套上凝结成冰霜。

换装作业可以说是绥芬河铁路口岸的核心工作之一。

由于中俄铁轨轨距不同，入境回程的中欧班列需要把集装箱

换装到国内货运列车上，入境的俄铁宽轨重车运送的木材、

煤炭、铁矿石等货物则要进行卸货换装，重新装到国内的货

运列车上，运往全国各地。

“我们实行‘三班倒’工作制，入境的俄方货运列车不管

什么时候到站，我们都要第一时间进行换装作业，保证货物

运输畅通。”今年 55 岁的曹德胜是绥芬河站装卸车间的一名

货装值班员，主要负责一个班组的生产组织、装卸设备检查、

人员管理和标准化作业。

换装工作说起来容易，但实际上责任重大。“绥芬河铁路

口岸拥有一个年换装能力 1100 万吨的大型机械化换装场，

仅‘龙门吊’就有 26 台，昼夜不停运转，容易出现各种各样故

障。每当‘龙门吊’出现故障时，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进行抢

修，保证口岸换装效率，畅通口岸，争分夺秒地为‘钢铁驼队’

保驾护航。”曹德胜说。

铁路人长年累月的坚守，保证了铁路大动脉的货运畅

通。2023 年，绥芬河铁路口岸实现全年货物发送 1057.5 万

吨，同比增加 10 万吨，其中进出口运量完成 855.9 万吨；开行

中欧班列 847 列，发运 85098 个标准箱；接俄铁入境宽轨重车

3855 列，同比增长 10%。

在绥芬河站集装箱货场，一列列满载的中欧班列正在等

待换装作业。“为了保证国际物流大通道高效畅通，我们挖掘

潜力，合理制定集装箱每日换装作业批

次计划，调整货区功能，加大设备投入，

提升中欧班列及其他货运列车开行质量

和开行效率。”绥芬河站集装箱货场值班

员邵文斌说，今年绥芬河站还要加强大

宗 物 资 运 输 组 织 ，努 力 向 进 出 口 运 量

1000 万吨的目标迈进。

如今，“钢铁驼队”在绥芬河铁路口

岸昼夜不停地运行，架起了一条连通世

界的货运“黄金通道”。从这里出境的中

欧班列已通达 10 多个欧洲国家，入境班

列覆盖国内 25个主要城市。运输货物从

最初的家用电器产品拓展到日用百货、

农副产品等 14个大品类。口岸运输能力

和效率大幅提升，得益于站场和货场扩

能改造，推进“数字口岸”系统应用。国

际联运业务实现无纸化通关，更离不开

铁路人的辛勤付出。“干的就是保畅通的

工作，虽然辛苦，但看到口岸货运畅通无

阻，比什么都重要。”曹德胜平静地说道。

通关效率升

从国门变迁可以形象感知开放带来

的蝶变。历经 30 多年发展，绥芬河从

“一代国门”一道铁栏杆，升级到“三代国

门”高达 52 米的现代化通关大楼，开放

的大门越开越大。在雄伟的国门下，卡

车、客车进出通畅。

“我们要赶在公路口岸春节闭关前，

把果蔬尽快运往俄罗斯，现在每天都要

发运 10 多辆卡车的货。”在蓝洋经贸有

限责任公司的果蔬仓库内，堆满了即将

出口的新鲜果蔬。公司负责人王颍冬告

诉记者，春节前后最为繁忙，海关关员每

天 7 点都会来到仓库，对当日出口的果

蔬开展检查。

看似普通的工作背后，关系到企业

能否及时将新鲜的果蔬运往俄罗斯。绥

芬河海关驻公路口岸办事处查验科关员

任爱民说：“出口果蔬就是与时间赛跑，

我们加强与出口企业联系，建立‘绿色通

道’，提供预约查验、预约检测等通关服

务，实现果蔬出口随到随办、即验即放，

确保国产果蔬抢‘鲜’出口。”

王颍冬从事 30 多年果蔬出口业务，现在每年果蔬出口

货值超过 1 亿多元。果蔬出口务求新鲜，她对通关时效性格

外在意。

“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水果蔬菜主要靠中国供应，需求量

大。冬季严寒，必须及时运送出境，才能保证企业效益。”王

颍冬告诉记者，发往国外的水果蔬菜等生鲜食品必须有检验

检疫证。过去需要到海关大厅现场办理，费时费力。如今，

通过提交“云签发”证书申请，海关查验一结束，就可以在线

报关，省时省力、方便快捷。

“云签发”是 2023 年智慧海关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绥

芬河海关驻公路口岸办事处查验科科长郭保强说：“证书全

过程‘云端’签发，简化了拟证出证作业审批环节，大幅减少

人工作业时间，提高出证效率，降低进出口企业经营成本。”

通过科技赋能，优化监管模式，绥芬河海关在确保严密

监管的同时，不断提高口岸通关效率。自 2023 年 4 月 10 日

绥芬河海关通过“云签发”模式出具黑龙江省首份证书至

2023 年底，绥芬河海关公路口岸共出证 10876 份，货值 1.37

亿美元。

临近春节，俄方入境货车在绥芬河公路口岸排起了长队，

等待办理通关手续。冒着严寒，绥芬河海关驻公路口岸办事

处物流监控科的关员正在对入境的俄方货车逐一登临检查。

“春节期间，国内市场对俄罗斯进口食品，包括糖果、威

化饼干、果汁饮料等需求量较大。几乎每天都有好几车的互

贸商品入境。”绥芬河市民富边民合作社负责人柴永刚说，每

年春节前都是边民互贸交易最繁忙的时节，要抓紧时间快进

快发，把握好销售黄金期。 （下转第二版）

斗 南 花 市 销 售 旺

□ 本报记者 曹 松

历史街区年味浓

—

新春速写
本报记者

刘

成

迎新春，挂龙灯。青岛

市中山路历史街区焕然一

新，一盏盏花灯在劈柴院高

高挂起，大红灯笼点亮太兴

里的许愿廊，九条威武霸气

的“神龙”在上街里庆新年，

邀市民打卡许愿⋯⋯

百年中山路，龙腾上街

里，第二届青岛·市南新春

逛街里节在这里举办，为八

方游客呈现一场融汇美景

美食、潮流时尚、节庆年俗

的新春文化旅游盛宴，也为

历史街区注入艺术韵味和

传统气息。

小女孩身着汉服，于灯

火辉煌中捕捉精彩瞬间；老

人们步履缓缓，与家人们尽

情观赏眼前美景；外国友人

喜笑颜开，拍下流光溢彩的

万家灯火。游客们饱览着

百年青岛的迷人风韵，体味

着龙灯对新年的美好期望，

也感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

独特魅力。

过大年当然少不了“赶大集”的传

统习俗。从糖果花卉到传统工艺品，还

有现场挥毫泼墨的新春祝“福”、手剪窗

花⋯⋯四方路的年货大集

洋溢着满满年味儿。“看我

的龙，真威武！”7 岁的王梓

意兴高采烈地展示着姥爷

给买的糖画。

摆满琳琅满目商品的

摊位，络绎不绝的赶集者，

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咬一

口刚出锅脆香的肉脂渣，品

一口暖暖的热红酒，暖意传

导至全身⋯⋯市民姜小凡

说：“小时候在腊月赶集的

画面，徐徐展开。过去的点

滴，涌上心头。”

市南区则在中山路历

史城区创新消费场景，打造

沉 浸 式 购 物 体 验 ，将 买 年

货、品美食、享民俗融为一

体，让热闹而独特的年味深

入人心。

市井长巷，聚拢起人间

烟火，承载着百姓生活。一

直居住在中山路附近的老

青岛人杨福海说：“如今的

赶集，不仅是买物美价廉的

商品，更是让普通的生活更具仪式感，

感受喜庆而热烈的新春佳节带来的浓

浓暖意。”

□ 姜天骄

2 月 10 日，北京市西城区厂甸庙会上的舞龙表演吸引游客拍照留念。2024 年北

京厂甸庙会于 10 日至 14 日在琉璃厂东、西街举办，以“漫步古都中轴，共赏百年厂

甸”为主题，突出“文市”特色，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街区的历史变迁和京味春节的民

俗文化。 孙立君摄（中经视觉）

新春佳节，买一捧年宵花装扮家

庭、表达祝福成为很多居民的选项。连

日来，年宵花市场持续升温，人们买花、

送花、赏花，鲜花扮靓了城市，也带动了

假日经济。

热闹花市闹新春

云南省昆明市的斗南花卉交易市

场春节前迎来销售高峰。从市场外的

道路到大厅内，一个个花店、摊位被装

扮得如诗如画。消费者或三两结伴、或

携家带口，一边欣赏，一边挑选。

“这里的鲜花便宜又新鲜，买了一

些 玫 瑰 、百 合 带 回 去 ，喜 气 洋 洋 迎 新

春。”市民侯清清手捧鲜花喜笑颜开。

作为亚洲最大的鲜花交易市场，斗

南花市每天上市 117 类、1600 多个品种

的鲜花，占全国鲜切花 70%以上的市场

份额。各种花卉争奇斗艳、芳香怡人，

给过年的喜庆气氛增添了几分雅致。

花店老板张欢勤告诉记者，除了传

统花卉外，一些颜色靓丽、寓意吉祥的

花卉尤其受到消费者喜爱，“比如红色

的玫瑰、冬青、银柳卖得都不错，特别喜

庆，消费者买回去图个好兆头”。

精美的盆栽和花卉搭配组合也以

其独特的设计赢得了消费者的喜爱。

“蝴蝶兰、多肉钱串、金钱木很受欢迎，

我们都提前备货，春节前的销售量比其

他月份增长一倍。”花店销售林思静说。

“鲜花拍卖”抢市场

年宵花消费火热，也让昆明的“鲜

花拍卖”进入最繁忙的时间。在昆明国

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拍卖大

厅内，数百名购买商紧盯眼前屏幕，手

里握紧按键，一旦认准心仪的鲜花，竞

拍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按下按钮，几秒

钟完成一单交易。

昆明花拍中心企划部部长朱琦介

绍，自 1 月中旬开始，斗南鲜花供货量

逐渐攀升。截至 2 月 8 日，昆明花拍中

心日均供货量 510 万枝，单日最高供货

量 552 万枝，较去年同期上涨约 30%，整

体供货呈平稳增长态势。

昆明花拍中心数据显示，今年高

峰备货期间，橙色、红色、粉色等喜庆

的暖色系鲜花产品，仍是春节前后主

力 货 品 ，高 质 量 货 品 深 受 市 场 青 睐 。

今年的年宵花品种比往年更加丰富，

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元的选择。“受消

费需求、运输条件、配套服务等综合因

素影响，鲜花总体行情比较平稳。”朱

琦表示。

为应对销售高峰，昆明花拍中心实

施“全天一场多次拍卖”。从 2 月 3 日至

8 日，每天第一场次拍卖时间从 13 时提

前至 11 时。为提升高峰期交易能力，

昆明花拍中心组建 800 人的物流队伍，

加快物资周转率，保证高效运作。

线上销量增长快

2023 年，云南省花卉种植面积 195

万亩，其中鲜切花面积超过 35 万亩，产

量达 190 亿枝，均居全国前列。

走进位于文山州砚山县稼依镇的

文山探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种植基地，

标准化大棚里，采用无土栽培的玫瑰鲜

切花含苞待放。该公司在稼依镇种植

了 60 亩鲜切花。

“基地种植了 13 种玫瑰花，以新品

种居多，市场表现不错。”文山探春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晓春表示，消费

人群对高品质的鲜花需求旺盛，这对鲜

花种植端提出了更高要求，“比如花茎

挺直、粗细均匀，花色、花型正常，采摘

时的开放度一致等，我们最近给斗南市

场供货等级都稳定在 A 级。”

随着采后处理技术和物流运输水

平的提升，鲜花从云南田间地头销往全

国以及海外各地越来越方便，鲜花的线

上销量也在快速增长。云南丰岛花卉

有限公司砚山基地种植了 10 个品种的

绣球花，最近正为节后大量上市做好管

护。基地管理员牛金文介绍，等到基地

大量花开的时候将开展直播销售，通过

航空、高铁物流很快送达消费者手中。

节日文化菜单更加丰富对味
新春之际，各类文艺演出“你方唱罢

我登场”，为广大观众奉上一道道精彩纷

呈的文化大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

是中国老百姓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视听盛

宴，今年的晚会通过“思想+艺术+技术”

融合传播，用平实、喜庆、优美的表达，为

观众呈上一道振奋人心、情真意切的文

化佳肴。与此同时，各大卫视春晚争奇

斗艳，网络文艺异军突起，多种形态的文

化硬菜，共同丰富文化餐桌。特别是小

年夜的《同心向未来——2024 中国网络

视听年度盛典》令人印象颇深，线上播出

后，圈粉了许多年轻人。

从春晚到网络视听盛典，在表现形

式上都更追求“网感”。今年总台春晚

和社交媒体小红书共同推出陪伴式直

播《大家的春晚》，网络视听年度盛典也

做到了连续 5 个多小时线上直播。拿

着手机边刷弹幕边看晚会，成为不少年

轻观众的“快乐源泉”。

“网感”体现在以创新表达让传统

文化焕发新光彩。总台春晚中，中国传

统纹样创演秀《年锦》选取汉、唐、宋、明

四个朝代富有代表性的纹样，通过歌

曲+虚拟合成技术，织出一幅跨越千载

的纹样变迁图卷。网络视听盛典中，国

风唱跳《山河图》、创意武术街舞秀《破

阵子》、非遗文化秀《青花瓷》等节目都

是以青春化、个性化的表达方式为传统

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在传承与创新中

点燃了观众的文化自信。

让新时代观众与优秀文化实现双向

奔赴，要找准需求着力点。当前，国风音

乐、舞蹈热度不减，“汉服”“新中式”掀起

时尚潮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青睐具有

传统元素的文化产品。文艺创作要通过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文化更

契合年轻人的消费习惯。同时，新兴文

艺也要不断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源头

活水，激发创新创造的活力。

还要用新技术赋能新创意。近年

来 ，总 台 春 晚 等 大 型 晚 会 充 分 运 用

XR、AR 等前沿科技，以及 5G+4K/8K

高清转播技术，从视觉上为观众带来身

临其境的感官体验。今年总台春晚的

《山河诗长安》节目，利用 8K/4K 超高

清转播技术，将整个古城变成了一幅流

动的立体画卷；利用 XR 等技术，让李

白与现代人进行了一次跨时空的对话，

也将长安城中的浪漫具象化。各大卫

视春晚也在技术应用上不断突破创新，

寻求科技与文化的相得益彰。在全球

范围内，数字技术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

新引擎。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区块链

等在文化产业获得广泛应用，增强文艺

作品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要继续加强

数字科技与优质内容的深度融合，让科

技为文化产业更好赋能。

无论是大屏还是小屏，无论受众群

体如何变化，内容为王始终是文艺繁荣

发展的硬道理。当前，兼具鲜明主题

性、时代性、思想性、艺术性，深受广大

群众喜爱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但是，

还有少数文艺作品只为博人眼球，片面

追求明星效应，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

伐。随着观众审美水平不断提高，内容

供给侧也要不断提高“烹饪”水平，以更

加优质的内容满足观众需求。还要看

到，再好的文化大餐也很难兼顾所有人

的口味。如果能在某一方面做出特色，

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就值得点赞。相

关部门和文艺工作者还可以继续琢磨，

如何让节日菜单更加丰富，如何让“菜

品”更加对味。把更多“硬菜”端上老百

姓的文化餐桌，让大家用遥控器来投

票，寻求最适合自己的“美味佳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