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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6 日，2024 年春运大幕拉开。当日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 1.82 亿人

次，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60 万人次，

公路 16971 万人次，民航超 200 万人次，水路

52 万人次。“铁路空水”密切合作，智能技术广

泛应用，旅途服务贴心温馨……各方协同，保

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路网更密、运力更大—

选择更多样

40 天预计 90 亿人次，大客流、大运量，如

何才能让旅客踏实放心？

新线新站齐亮相，路网版图再扩容，基础

运输大升级。

花城广州，百年老站白云站焕新后迎来

首次春运人潮。

“一年里最盼望着春节能回家过年。”在

粤务工 10 年的曹女士说，“以前，需要乘 1 个

半小时的地铁才能到达高铁站，现在 20 分钟

就到车站了。”

天府之国，成自宜高铁，在春运首日迎来

运营满月。

“空铁联运，3 分钟换乘，太方便了！”今年

春节，成都市民刘海涛准备前往三亚度假，成

自宜高铁给了他新选择：坐高铁从成都东到

天府机场，再搭乘飞机去三亚，便捷又高效。

齐鲁大地，山东济宁大安机场，迎来通航

后首次春运。

开展春运“情满旅途”活动、设置“臻情服

务志愿岗”、落实“首问负责制”……首日，济

宁 大 安 机 场 保 障 航 班 20 架 次 ，旅 客 吞 吐 量

2234 人次。春运期间预计保障航班 1000 架

次，预计旅客吞吐量达 11 万人次。

回顾 2023 年，交通建设步履铿锵。铁路

累计投产新线 3637 公里，新建、改扩建高速公

路超 7000 公里，新颁证民用运输机场增加 2
个，国内航线网络通达性拓展 23%，新增城市

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 360 公里。

截至 2023 年底，全国高铁里程达 4.5 万公

里，高速公路里程达 17.7 万公里，均为全球第

一。交通网络骨骼更强壮、血脉更畅通，运输

能力更强劲。

为保障春运，多式联运紧密配合，运力阈

值调到最大。

看铁路，预计春节前每日安排旅客列车

1.27万列左右，春节后每日安排旅客列车 1.28万

列 左 右 ，客 座 能 力 较 2019 年 春 运 分 别 增 长

14.4%、12.6%。

看民航，预计日均保障航班将达 1.65万班，

基本上与 2019年持平，较 2023年增长 24%。

首日观春运，运力升级很明显。

预计执行航班 1603 班次，运送旅客 24 万

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61.9％和 111.3%……这

是中国国航交出的春运首日答卷。“针对今年

春运‘探亲热’叠加‘旅游热’的特点，国航增

开航班，安排航线 1128 班次。”中国国航有关

负责人说。

首发列车 5 时 34 分发车，全天预计发送

旅客 14.3 万人……春运首日，北京西站人潮

涌动，年味十足。“作为最热门的出发城市之

一，北京西站春运期间预计发送旅客 492 万人

次。”北京西站新闻发言人、副站长李超介绍，

车站将启动 24 小时运营模式，确保旅客都能

“走得了”“走得好”。

温馨服务、展示年味—

旅程更暖心

从北京回成都过年，曾女士幸运地抢到

了 G87 次列车的静音车厢席位，“一大早赶高

铁，静音车厢能安静补个觉，旅程更轻松。”

去年年底，中国铁路北京局在 G87 次列

车上新设置了静音车厢。今年春运，提供静

音车厢服务的动车组列车拓展至 72 列，涉及

京沪、京广、京哈、沪昆、西成等多条高铁线

路。不少网友评价：太贴心了！

这是今年春运服务提升的一个缩影。从

“走得了”到“走得快”，再到“走得好”，随着旅

客对出行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春运服务越

来越注重细节，更加体贴。

重点旅客有保障，回家之路更安心。步

入白云机场航站楼，鲜花、灯笼等喜庆元素将

出发厅、到达厅装饰一新。在航站楼入口、安

检通道、自助值机、托运等区域，随处可见志

愿者服务的身影。

“针对无人陪伴儿童、首乘旅客等，我们

设 立 了 专 门 安 检 通 道 ，提 供 一 系 列 预 约 服

务。”白云机场一号航管分公司服务品质部副

经理韩璐说。

同样在 26 日，南航也发布了广州枢纽春

运六大地面服务承诺。“我们设立了春运服务

爱心大使，旅客遇到突发情况，可咨询佩戴爱

心标识的工作人员，一站式提供乘机指引、晚

到协助、误机改签协助等快速服务。”南航有

关负责人说。

细节保障做到位，回家之路更顺心。沈阳

铁路部门在车流较大车站全部设置了免费充

电处，满足旅客电子产品应急充电需要。此

外，不少铁路局集团公司在客运车站盥洗间洗

手池配备了热水器等加热设备，让旅客在冬日

里无论喝水、用水都能感受到满满暖意。

特色年货上列车，回家之路添趣味。在齐

齐哈尔开往加格达奇的 4045 次列车上，车厢

张灯结彩，桌上货品琳琅满目，除了生鲜果品，

还有柴窑茶具、鹿茸、鹿肉饺子等特色产品。

“4045 次 公 益 慢 火 车 全 程 经 过 32 个 车

站，18 个乘降点、百余个村落。大集搬上列

车，就是为了方便沿途百姓采买年货。”列车

长何斌说。

工作岗位送上车，节后工作提前找。在福

州—贵阳 K478 次列车上，一场“列车招聘会”

正在火热举行。来自福州市的 8 家大型企业

带来了 50个工种 2216个岗位。福州市人社局

工作人员介绍，今年是“送岗上车”活动开展的

第二年，节前提前招聘，节后开工“开门红”。

AI亮相、技术助力—

出行更便捷

郑州东站，坐落在京广、徐兰、郑太、济郑、

郑渝、郑阜高铁的米字形高铁路网的交会处。

平均每 1.35 分钟就会有一趟高铁列车从这儿

驶出，高峰期每 60秒就会有 340多名旅客从这

里出发去往全国各地。车站高效运转、列车往

来穿梭，离不开“天眼”系统的助力。

“这是一套高度智能的一体化管理系统，

实时监测车站客流、设备运转，确保每一台闸

机、每一位人员都高效工作。”郑州东站客运

车间党总支副书记宋君瑛介绍。

2024 年春运，AI系统频频亮相，信息技术

广泛使用，智慧春运正让旅客出行更从容。

铁路 12306 升级，让旅客购票更便捷。今

年春运，12306 持续上新，功能不断完善。1 月

25 日，系统单日最高访问量达 830.3 亿次，共

售出 2090.1 万张票，创下春运售票新纪录，系

统每次访问的平均响应时间达 1.4 秒。

“我们通过上线购票需求预填、起售提醒

订阅、升级候补功能、提供中转换乘建议等功

能，帮助旅客抢票更便捷。”12306 科创中心副

主任单杏花说。

“随手查”小程序，让自驾出行更省心。打

开小程序，即可查询高速公路充电设施位置、

实时状态等信息，遇到事故，还能通过小程序

“一键呼救”……今年春运，交通运输部上线“e
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方便自驾出行旅客。

“刷脸进站”缩短旅客验票时间。在库尔

勒站检票闸机前，准备乘坐“复兴号”动车组

列车前往乌鲁木齐的刘女士将二代身份证放

在识别区、抬头看镜头，3 秒就完成了票、证、

人的核验，顺利进站乘车。

图①：26 日，列车从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

黑河大桥飞驰而过。

陈 礼摄（影像中国）

图②：春运首日，北京西站内，中国铁路

北京局志愿者为旅客进行引导。

本报记者 张武军摄

数据来源：交通运输部

版式设计：沈亦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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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春运温暖启程
本报记者 李心萍 邱超奕 韩 鑫

1 月 26日，2024 年春
运正式启幕，40 天内，预
计 90 亿 人 次 将 踏 上 旅
途。春运首日，各地交通
运输形势如何？今年春
运，有哪些新特征？面对
超大客流，各部门如何做
好春运服务保障工作，确
保群众平安便捷温馨出
行？请看记者当日探访。

核心阅读

隆冬时节，松花江畔，一声声雄浑的号子

和激烈的鼓点响起，采冰汉子将镩子重重砸

向冰冻的江面，飞溅起冰花无数，一块块晶莹

剔透的大冰块就是这样被采出的。

采冰工作完成后，每块重约 700 斤的冰块

会被运送到黑龙江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储冰

场，为来年的“超级冰建”做准备。近日，记者

走进储冰现场，探访存冰奥秘。

还没进储冰场就听到了隆隆的机械声，

叉车、塔吊、铲车……十几种机械正在协作，

随着浩浩荡荡的运冰车队将检验合格的冰块

源源不断运进来，几十台大型机械接力将冰

块堆成整齐的冰垛。由于松花江水质纯净，

冰块颜色略微发蓝，整个冰垛就像一块巨大

的蓝水晶。冰垛四周铺有稻草、保温棉、岩棉

等保温材料，像被包在大棉被里。

“存冰是一项讲究技术和经验的工作。”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股份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

副部长孙泽旻介绍，存冰综合运用了传统储

冰方式与现代多层保温技术，使储冰场能够

为冰体提供适宜的储存条件——低温、避光、

隔热、密封。即使经过夏季高温，到冬天也可

以 保 证 70%以 上 的 存 冰 符 合 使 用 标 准 。 此

外，为了保证存冰的品质达到建筑要求，存储

期间还要注意很多细节，比如冰块的堆叠方

式、底部的防潮、遮盖物的维护，以及定期检

查等。

存冰时间的选择也有讲究，往往是在每

年冰雪大世界正式建设结束后，这时松花江

结冰厚度会达到 60 厘米以上，到江心处挑选

比较完整、较为通透的冰进行存储。“基本每

年 都 要 准 备 下 一 年 的 存 冰 ，前 期 先 用 着 存

冰。快用完的时候，新冰也就冻出来了。”一

名采冰师傅介绍，每年在冰雪大世界开园时

看到的冰块，厚度 30 厘米左右的基本是新采

的。如果厚度是 50 厘米以上，则是前一年存

下的冰。现在冰雪大世界的主建筑“冰雪之

冠”就是使用存冰建造的。“因为它的建造难

度最大，所以开建初期，我们就集中所有存冰

进行搭建，等它快封顶了，新冰也冻出来了。”

这名采冰师傅说。

充足、优质的存冰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冰 雪 季 提 前 建 设 的 基 础 ，也 为 迎 接 哈 尔 滨

2025 年第九届亚冬会做好“晶莹的准备”。

黑龙江哈尔滨“存冰”一年不化有绝招—

为来年做好“晶莹的准备”
本报记者 郭晓龙

本报北京 1月 26日电 （李龙伊、刘禹舟）近日，退役军

人事务部发布最新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寻亲成果，10
位烈士身份已经确认。这是自 2022 年 7 月国家烈士遗骸

DNA 鉴定实验室成立以来，退役军人事务部首次对外发布

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鉴定成果。

确认身份的 10 位烈士中，林成旺、史万忠是 2021 年第

八批迎回安葬的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陈汉官、索维

亮、李延学、白存任、李仁松、王希颜、邱能庆、韦恒兰均为

2020 年第七批迎回安葬的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

近年来，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深入

开展遗物整理、辨识和分析，以印章等标注个人身份信息线

索的遗物为重点，陆续发布烈士寻亲线索，发动社会各方面

力量，共同找寻烈士亲属。在此基础上，依托国家烈士遗骸

DNA 鉴定实验室，建成了国家烈士遗骸 DNA 数据库和烈

士亲属 DNA 数据库，破解遗骸 DNA 身份识别难题，突破复

杂 亲 缘 关 系 鉴 定 等 关 键 技 术 ，已 先 后 为 20 名 烈 士 确 认

身份。

据了解，从 2014 年至今，我国已连续 10 年迎回 10 批

938 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为这些烈士确认身

份、找到亲人，让他们从‘无名’到‘有名’、从‘回国’到‘回

家’，不仅是烈士亲属跨越数十载的祈盼，也是全社会共同

的心愿，更是党和国家对烈士的尊崇与铭记。”退役军人事

务部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主任许航宇表示。

10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身份确认

本报广州 1月 26日电 （记者程远州）记者从南方电网

了解到：2023 年粤港澳大湾区抽水蓄能发电量突破 100 亿

千瓦时，较 2022 年增长 27.36%，新型能源体系加快建设。

2023 年，粤港澳大湾区 6 座抽水蓄能电站的 31 台机组

启动超过 3 万次，较 2022 年增长 13.81%，发电量 112.61 亿千

瓦时，相当于 514 万居民用户一年的用电量。

2023 年，首个抽水蓄能人工智能数据分析平台在大湾

区上线运行，首个抽水蓄能多厂站集控中心在广州正式投

运，粤港澳大湾区抽水蓄能电站加快发展。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抽水蓄能装机规模达到 968 万千

瓦，接近全国抽水蓄能装机总量的 1/5。“十四五”期间，粤

港澳大湾区预计新增 4000 万千瓦风光新能源并网。

粤港澳大湾区

抽水蓄能年发电量突破百亿千瓦时

本报北京 1月 26日电 （记者吴秋余）中国人民银行发

布的 2023 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2023 年，我

国普惠金融各领域贷款增长较快，截至 2023 年末，普惠小

微贷款余额 29.4 万亿元，余额同比增长 23.5%，增速比上年

末低 0.3 个百分点，全年增加 5.61 万亿元，同比多增 1.03 万

亿元。农户生产经营贷款余额 9.24 万亿元，余额同比增长

18%。创业担保贷款余额 2817 亿元，余额同比增长 5.2%。

助学贷款余额 2184 亿元，余额同比增长 22.4%。全国脱贫

人口贷款余额 1.1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全年累计发放

9586 亿元。

与此同时，贷款支持科创企业力度较大。截至 2023 年

末 ，获 得 贷 款 支 持 的 科 技 型 中 小 企 业 21.2 万 家 ，获 贷 率

46.8%，比上年末高 2.1 个百分点。获得贷款支持的高新技

术企业 21.75 万家，获贷率为 54.2%，比上年末高 0.8 个百

分点。

此外，去年涉农贷款持续增长。截至 2023 年末，本外

币涉农贷款余额 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9%，增速比上年

末高 0.9 个百分点；全年增加 7.43 万亿元，同比多增 1.21 万

亿元。截至 2023 年末，农村（县及县以下）贷款余额 47.2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2%，增速比上年末高 1.7 个百分点；全

年增加 6.32 万亿元，同比多增 1.3 万亿元。

去年我国普惠金融各领域贷款增长较快
贷款支持科创企业力度较大

本版责编

纪雅林 臧春蕾 董映雪

本报北京 1 月 26 日电 （记者金

歆）记 者 26 日 从 全 国 信 访 局 长 会 议

上 获 悉 ：2023 年 全 国 信 访 系 统 推 进

信 访 问 题 源 头 治 理 攻 坚 成 效 明 显 。

其 中 ，各 级 信 访 工 作 联 席 会 议 机 制

建设持续推进，省、市两级实现全覆

盖，县级覆盖率达到九成，27 个省份

实现了乡镇（街道）一级全覆盖。此

外 ，网 上 信 访 充 分 发 挥 重 要 渠 道 作

用，占比达七成，快速高效解决群众

诉 求 ，更 好 实 现 让“ 数 据 多 跑 路 ，群

众少跑腿”。

1 月 25 日至 26 日，全国信访局长

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国家信访局

负责人介绍，2023 年，全国信访系统紧

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按照“135”

施工路线图，认真落实《信访工作条

例》，用心用情办理群众来信来访，持

续 加 强 信 访 问 题 源 头 治 理 和 积 案 化

解，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实现了

全国信访形势总体平稳、信访秩序良

好，为助力经济回升向好、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家信访局负责人表示，2024 年，

全国信访系统将以“落实新条例、推进

法治化、构建大格局”为主线，深入开

展信访业务规范化建设评查、大督查

大接访大调研、寻找最美信访干部三

项活动，着力推进信访部门政治机关

建设、信访工作法治化、信访问题源头

治理和积案化解、信访工作体制机制

改 革 、信 访 干 部 队 伍 建 设 五 项 重 点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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