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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搬进城市新家园，启动区迎来新

企业，白洋淀来了更多“新朋友”……这个

春节，雄安新区处处涌动新气象。

这一方热土，经过 5 年多规划建设，城

市框架全面拉开，3500 多栋楼宇拔地而起，

累计完成投资超 5100 亿元，如今，新区启动

区主要基础设施基本建成。2022 年以来，

142 个工程项目新开工建设，新区城市雏形

初步显现。

约 12万人搬进安置区
“新家真热乎，心里都暖和”

“叔，过年了，我来看看暖气热不热，在

新家过年习惯吗？”容西片区寻溪社区的社

区工作者王玉琦轻轻敲门。

“快进家，可热乎了，啥都方便！”居民

刘双全笑着招呼。门口的温度计显示室温

23 摄氏度，客厅的长寿花开得鲜艳。

刘双全老家在河北安新县西里街村。

新 区 设 立 后 ，西 里 街 的 院 子 要 被 征 迁 修

路。“我们上岁数了，舍不得老家的一砖一

瓦。刚开始听说要搬进城里，担心人生地

不熟，有些犹豫。”刘双全说。

2022 年 9 月，刘双全拿到新房钥匙，开

门一看：精装修的两室一厅，灶具、热水器

等都全乎，可以拎包入住。刘双全和妻子

放心了。

今年春节前，刘双全搬进新家。搬家

当 天 ，王 玉 琦 上 门 ，和 他 互 相 留 下 联 系

方式。

前 不 久 ，刘 双 全 和 妻 子 回 村 取 东 西 。

王 玉 琦 担 心 暖 气 漏 水 ，就 帮 他 们 关 紧 阀

门，转念想起阳台上有花，怕给冻坏，又把

阀门打开一点。“这闺女多细心，自家人也

不过这样。”刘双全念叨，“在老家烧暖气，

最 多 只 有 15 摄 氏 度 。 新 家 真 热 乎 ，心 里

都暖和！”

在安新县城上班的子女，担心老两口

不适应新家生活，特意赶过来，没想到父母

把小区都摸熟了。“小区门口有公园、公交

站，还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刘双全跟儿

子打趣，“社区的王玉琦跟亲闺女一样，打

个电话就到跟前，比你还强！”说得一家子

都笑了。

近两年，约 12 万群众搬进容东以及雄

东、容西片区，安置区配套设施、公共服务

逐步完善。

雄安居民的新生活正在开启，雄安的

建设发展也正迎来新空间。

承接疏解功能有序落地
“倒排工期，上半年工程要

冲出地面”

启动区是雄安新区建设主战场，每一

天都有新变化。环城市外围道路、内部骨

干路网、生态廊道、城区水系等城市建设

“四大体系”基本成形，正在加快推进功能

片区建设。

“项目正做地下结构施工，春节不停工，

100 多人坚守岗位。”顶着寒风，记者走

进中国中化总部 001 大厦新区建设工地，业

主方工程负责人孙东东一边搓手一边说：

“ 公 司 总 部 计 划 2025 年 底 从 北 京 搬 到 雄

安。倒排工期，上半年工程要冲出地面。”

为何叫 001 大厦？中国中化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是首批疏解到新区的央企，总部位

于新区启动区 001号，2022年 4月开建，是首

批疏解央企中最早动工的项目。

昔日的大河村，一座 150 米的央企总部

大楼正在崛起，有望成为启动区地标性建

筑。环顾方圆 1 公里，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等首批疏

解央企总部，都在建设中。

走进相邻的互联网产业园，中国电信

智慧城市产业园一期项目即将揭开面纱。

8 号楼和 10 号楼已然封顶，9 号楼地上部分

已完成过半。“我们是首批市场化疏解项

目，计划 2023 年底入驻办公。”该项目工程

经理李二辉说，“二期今年开工，招商先行

启动，优先面向北京的疏解企业。”

不远处，同样是首批市场化疏解项目，

中国联通、中国移动项目工地上机械轰鸣，

焊花闪烁。

建 设 北 京 非 首 都 功 能 疏 解 集 中 承 载

地，是雄安新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使

命。2022 年，是疏解央企、市场化疏解企业

在雄安开工建设的元年：7 月成立的中国矿

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总部完成选址；11 月

23 日，中国中铁旗下多家企业疏解到新区，

带动产业链、供应链一揽子集聚……目前

央企在雄安设立各类机构共 140 多家。

河 北 省 委 常 委 ，雄 安 新 区 党 工 委 书

记、管委会主任张国华说：“目前新区承接

疏解功能有序落地，2023 年，我们将继续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协同推进

综合承载能力、要素集聚能力和自我发展

能力建设。”

良好生态成为新区名片
“越来越多的鸟类在此安家

落户，从候鸟变留鸟”

“野鸭！有一大片！”几名游客过年来

白洋淀玩，发现一群鸟在觅食。

“那叫灰鹤，是近年出现在这里的‘新

朋友’，估计有 100 只。”安新县观鸟爱鸟协

会副会长张学农从小在白洋淀边长大，在

白洋淀拍摄鸟类已 10 多年。

“来白洋淀的‘新朋友’除了灰鹤，还有

青头潜鸭。”站在淀边，张学农回放相机照

片向记者介绍。2022 年，巡护员在白洋淀

发现一种从未见过的鸟类，经专家鉴定，是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青头潜鸭。青头潜

鸭被誉为“鸟中大熊猫”，这个全球极危物

种对生态环境很挑剔。在同一区域，还发

现了青头潜鸭育雏，有 9 只毛茸茸的鸭宝

宝 ，“ 它 们 已 在 白 洋 淀 安 家 ，不 是 偶 然 路

过。”张学农说。

2022 年 7 月，白洋淀划定 9 个鸟类重要

栖息地，全域禁猎。“如今人们环保意识普

遍增强，都明白要爱鸟护鸟。”爱鸟护鸟志

愿者韩战桥春节期间照常巡护，“白洋淀生

态环境在一天天改善，适合鸟类繁衍生息，

白鹭、苍鹭等越来越多的鸟类在此安家落

户，从候鸟变留鸟。”

目前，白洋淀发现野生鸟类共 248 种，

比新区设立前增加 42 种，仅 2022 年就新发

现 11 种。其中，有生态价值、科学价值和社

会价值的鸟类有 193 种。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白洋淀

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是新区建设成败的关

键指标之一。新区设立 5 年多来，通过一体

化推进补水、治污、防洪等综合治理，白洋

淀水质从新区设立前的劣Ⅴ类逐步改善，

首次跻身全国良好湖泊行列。这个春节，

白洋淀生态清淤四期工程正抢抓冬春黄金

施工期，力争在今年 4 月底完成。

水域扩大，湿地增加，鱼类恢复，鸟类

增多，生态改善。“白洋淀正从水质改善向

水生态环境改善迈进。”雄安新区生态环境

局副局长吴海梅说。

一幅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

生态画卷正徐徐铺展。

图①：俯瞰雄安新区容东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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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雄安新区容西片区，居民收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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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中国中化总部大厦项目建设现

场，工人们在施工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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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气象新
本报记者 张志锋

内蒙古呼和浩特，晚上 8 点，零下 20 摄氏度。33 岁的列尾作

业员于先义完成了巡检打标任务，脸上冻得通红，棉帽上凝结起小

冰柱。

春节期间，供电、供暖企业用煤需求攀升，呼和浩特南站迎来运

输高峰，载满煤炭的列车在此进行更换双机头重载牵引机车和列尾

换挂作业，21条火车股道几乎停满了中转至此的“万吨大列”。

“每节车厢能装载 80 吨，每趟列车有 102 节或 105 节车厢，加

上列车自重，总重可达万吨。”车站站长李爱军介绍，呼和浩特南站

是内蒙古煤炭“出区达海”的重要枢纽，2022 年平均每天接发列

110 对左右。

于先义负责的是列尾装置的安装、摘取，主机的取送等工作，

室外作业要从晚上 6 点半持续到次日早晨 8 点半。休息不到 10 分

钟，于先义又开始工作，“徒手摘取列尾装置需要一定力气，往返于

车轨中也有风险，需要和信号楼调度室的值班员高度配合。”拿着

重达 100 余斤的 5 个列尾装置，于先义脚步有些不稳，“全站 70 多

名作业员没有一个没崴过脚。”

于先义是辽宁营口人，这是他在铁路岗位工作的第十二个年

头，也是第十二年在外过年。“作为一名铁路基层工人，想到自己的

工作能保障运输安全，心里感觉很高兴。”于先义说。

内蒙古呼和浩特南站——

奋战一线畅运输
本报记者 翟钦奇

大年三十，23 时 30 分，辽宁葫芦岛供电公司 220 千伏团山子

变电站内蜂鸣声不断。值班长丛斌正通过监控系统查看 10 千伏

电压状态、主变负荷以及各线路电流变化。

做好记录后，他又与 3 名值班人员手拿红外测温仪、巡视卡，

穿着厚厚的工作服来到室外巡视测温。此时室外气温达到零下

18 摄氏度，他们认真检查主设备接点温度、充油设备油位、充气设

备的气压等情况。这已经是他们除夕夜的第五次站内设备巡视

测温。

变电站是一座城市的重要保障。春节前夕，丛斌与同事们利

用智能巡检机器人、红外测温仪、在线监测等技术手段，增加重要

设备的巡视次数和站内夜间巡查，汇总设备缺陷情况，掌握设备运

行状况，检查站内消防、电缆运行状态是否良好。当发现突然性负

荷过大引起的设备发热、气体压力异常时，随时做好电网突发故障

应急抢修准备，保障设备安全稳定运行、可靠供电，确保居民亮亮

堂堂过年。

“我已经连续 8 年没有回老家过年了。”丛斌眼角微湿，指着手

机说，“刚刚在河南老家的父亲还给我打了一通视频电话，家里的

小米粥和三鲜馅饺子已经上桌了。”

辽宁葫芦岛团山子变电站——

确保城市亮堂堂
本报记者 辛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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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307 呼叫！香港至海口 HU704 航班已降落！”“201
收到，307 做好接机准备。”执勤二队队长张启迅对着对讲机说完，

随即向整装待发的执勤民警下达指令：“上勤！”

1 月 19 日 17 时 45 分，从香港至海口的海南航空 HU704 次航

班缓缓降落在海南美兰国际机场，146 名旅客有序走出梯口，美兰

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民警开始忙碌起来。

这是美兰国际机场进入春运以来的第十八个国际客运航班。

自国际客运航班复航以来，美兰国际机场又迎来了出入境返乡高

峰。为应对春运出入境高峰，让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乙管”后

移民管理优化政策措施有效落地，美兰边检站采取提前开足人工

查验通道、加强现场分流引导、增设咨询服务等多项措施，同时积

极协调航空公司，提升出入境旅客信息申报率，安排充足警力轮流

值守，在客流密集区域和时段增派警力维护候检秩序，确保为旅客

提供便捷高效的通关服务。

记者在现场看到，从第一名旅客入境，到最后一名旅客通关，

146 名旅客验放完毕仅用了 45 分钟。

“旅客通关时的笑容，就是对我们最好的鼓励！”张启迅说，“我

们将坚守岗位，确保出入境航班 24 小时随到随检、顺畅通关！”

海南海口美兰边检站——

便捷高效通关忙
本报记者 孙海天

大年三十，下午 6 点多，山东潍坊北站，职工滕晓菲虽然不值

班，却依然来到候车大厅。一是带着水饺陪陪正在值班的丈夫杨

延军，二是看看有没有能帮忙的。

今年是国家优化调整防疫政策后的首个春运，作为济青、潍莱、

潍烟高速铁路交会的枢纽——潍坊北站迎来了客流高峰，春运期间

预计发送旅客 16 万人次左右。为了给旅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潍

坊北站创新推出了“暖心餐桌”“管家式一站服务”等多项举措。

候车大厅里，旅客熙熙攘攘，工作人员忙碌不停，茶水间外侧

设立的“暖心餐桌”，方便了很多旅客就餐。

“旅客同志们，旅客同志们……”前方响起了检票广播声，是杨

延军拿着小喇叭，站在检票口，提醒旅客检票进站。

听说杨延军一会要去照顾重点旅客，滕晓菲立刻换上工装把

这个活接了过来。春运开始后，针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增多

的情况，潍坊北站推出了“管家式一站服务”，重点旅客只要提前打

来电话，告知身体情况、到站时间、乘坐车次，车站就会指定专人引

导进站，提供查验车票、安检、专区候车等“管家式一站服务”。

赶在春运前，国铁济南局还完成了母婴候车室、商旅通道等硬

件设施的改造升级，对客运引导标识重新设计、规范、改造，为旅客

提供更加贴心细致的服务。

国铁济南局——

创新服务暖人心
本报记者 肖家鑫

特 别 报 道特 别 报 道

“种了 620 亩马铃薯。”李军说着，用手比划

了个数字“十”，“去年挣了这个数。”

李军住在将台村，位于甘肃省定西市安定

区鲁家沟镇。“父辈种地靠人力，现在靠的是科

技，从播种到收获，都有农机具。”李军皮肤黝

黑，说话幽默，“政策也好，肥料补贴 80%，地膜

补助 1/3，越种越觉着前景好，今年接着种咱的

马铃薯。”

过去“苦甲天下”，吃马铃薯，不挨饿；如今全

面小康，种马铃薯，稳致富。经过多年发展，定西

已成为我国最大的脱毒种薯繁育基地、重要商品

薯生产基地和薯制品加工基地，马铃薯综合产值

达 220 亿元。

安 定 区 香 泉 镇 陈 家 屲 村 ，屋 外 雪 未 消 ，棚

内暖融融，一株株翠绿的马铃薯脱毒种苗上，

白 色 的 绒 毛 泛 着 亮 光 。 民 营 企 业 定 西 马 铃 薯

研究所负责人李进福掀起苗下的塑料布，只见

悬 空 的 根 茎 已 有 10 多 厘 米 长 。“ 这 个 叫‘ 雾

培 ’，每 隔 15 分 钟 输 送 一 次 营 养 。”李 进 福 说 ，

再 有 1 个 多 月 ，根 茎 将 挂 满 鹅 卵 石 大 小 的“ 原

原种”，产量是基质无土栽培的 10 倍，“每株可

产 40 至 50 粒。”

李进福介绍，“原原种”再经过两次繁育就

是 子 种 ，因 为 脱 毒 工 艺 ，产 量 可 提 高 20%。 如

今，安定区实现了脱毒种薯全覆盖，亩均产量达

3700 多斤。育出“金种子”，结出“好果子”。安

定区有 21 家种薯企业，年产 7.5 亿粒优质脱毒

种薯。

“种子好、种得好，加工不能掉链子。”跟随甘

肃薯香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新俊参观

生产线，一颗颗马铃薯经 12 道工序，成为一袋袋

雪花白的马铃薯全粉。目前，安定区有马铃薯加

工龙头企业 11 家，2022 年外销精淀粉、全粉及其

制品 13 万吨，收入达 12.8 亿元。

安定区将标准化基地建设与旱作农业技术

推广、高标准农田建设等相结合，打破乡镇、村

社界限，建起了集中连片的种薯、鲜薯、加工薯

标准化种植基地。种植有良种、生产有基地、耕

作有机械、销售有订单、仓储有设施，2022 年，

全区马铃薯产业总产值达 60 亿元，农民人均从

中获益 3300 元，占可支配收入的 30%。

“今年打算再多种 138 亩马铃薯。”李军说。

春节前，村里请来市里的书法家写春联，李军也

要了一副：“水秀山青环境美，粮丰畜旺笑颜多”，

横批“丰收喜庆”。“好日子年年有余，丰收是我们

最大的心愿。”李军说。

甘肃定西市安定区农民靠发展马铃薯产业致富——

“丰收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本报记者 王锦涛

（上接第一版）

新风尚凝聚奋进力量

大年初二下午，随着悠扬的丝竹

之声响起，“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

万家·台山年”系列活动——“乐韵飞

扬贺新春·踔厉奋发谱华章”2023 年

东方新年音乐会在广东省台山市四九

镇东方村上演。

连日来，紧紧围绕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这条主线，贯彻落实

中央文明办关于 2023 年元旦春节期

间开展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的要

求，台山市精心筹划开展迎新春系列

文化活动，包括 192 项特色浓郁、年味

十足的群众文化活动。

吉 林 省 长 春 市 朝 阳 区 新 时 代 文

明实践中心内，75 岁的蔡虹正在体验

剪纸技艺。“阿姨，您剪得真棒！可以

再 慢 一 点 ，这 样 毛 边 少 。”文 化 志 愿

者 、民 间 剪 纸 传 承 人 李 修 凤 一 边 指

导，一边继续手中的活，剪刀上下翻

飞，一只栩栩如生的兔子呼之欲出。

“最近，每天为教学准备的红纸都快

赶上往日的两倍了。”作为文化志愿

者，李修凤的行程排得满满当当。近

日，朝阳区推出“温暖新春·志愿服务

季”主题系列活动，把文化活动送到

群众身边。

甘肃省兰州新区西岔镇新康村干

净整洁的新居内，大人们忙着烧菜做

饭、招呼客人，孩童追逐玩乐，洋溢着

浓浓的年味。村里有近千名村民，是

从 500 公里外的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

县曲告纳镇搬迁过来的，今年是他们

在兰州新区过的第一个年。舟曲地质

灾害频繁，甘肃于 2021 年启动生态及

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程。

春节期间，新康村党总支策划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舟曲东山转灯以及社

火、锅庄舞、“村晚”等系列文化活动，

村民纷纷报名参加。村党总支有关负

责人说：“丰富的文化活动凝聚人心，

让来自不同村镇的群众迅速融入新生

活，开心热闹过新年。”村民们互相祝

福新年，大家表示要在新家努力工作，

安居乐业。

海拔 5000多米的西藏自治区山南

市浪卡子县普玛江塘乡，室外寒风如

刀，乡边境派出所文娱室里暖意融融，

移民管理警察们准备了多项文体活

动，欢庆农历新春。

民警高辉今年在这里度过了第三

个农历新年，“单位为留守干部、当地群

众安排了多种多样的文体活动，有电影

放映，还有体育比赛，给这个春节增添

了文化味道和乐趣。我们一定继续坚

守岗位，守护好普玛江塘的安宁。”

（本报记者徐靖、王者、张文、刘

阳、王欣悦、龚相娟、郑智文、贺林平、

赵帅杰、徐驭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