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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历来重真情、尚大义。“感人心
者，莫先乎情。”一句“回家过年”，牵动着亿万
中国人最温馨的情愫。万家团圆、共享天伦，走
亲访友、共祝美好，贯穿其中的就是浓浓的亲
情、友情、爱情、同志之情。当今社会快速变
化，人们为工作废寝忘食，为生计奔走四方，但
不能忘了人间真情，不要在遥远的距离中割断了
真情，不要在日常的忙碌中遗忘了真情，不要在
日夜的拼搏中忽略了真情。

真情，需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
需要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来滋养。真情，是不虚、
不私、不妄之情。真情不虚就是要忠诚老实、诚恳

待人，真情不私就是要砥砺品德、刚正无私，真情
不妄就是要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唯有如此，亲
情、友情、爱情、同志之情才能高尚恒久，才能有

益于自己，有益于亲人、友人、所爱之人、同志之
人，也才能铸就守望相助、天下同心的人间大爱。
我们要让真情大义像春
风一样吹遍神州大地，
吹进千家万户，给每一
个中华儿女带来温暖。

—— 摘 自 习 近 平 在

2017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

话（2017年1月26日）

一句“回家过年”，
牵动着亿万中国人最温馨的情愫

今年春运期间，全国旅客发送量预计将达29.9亿人次，比上年增长0.6%。在短短40天内
运送约30亿人次，相当于每天帮整个德国搬一次家，还相当于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
的总人口都“流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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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1 日，中国春运大幕正式拉开。10
天来，候车厅内人头攒动，客运站里摩肩接
踵，高速公路上“摩托大军”浩浩荡荡……
今年春运，约 29.9亿人次陆续踏上旅途，汇
聚成“流动的中国”。无数个回家的故事，勾
勒出社会变迁的轨迹，更折射出游子归家的
永恒主题和温暖亲情。

坐着高铁把家还

2018 年底，中国高铁运营里程达到 2.9
万公里以上，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2/3，成
为世界上高铁里程最长、运输密度最高、成网
运营场景最复杂的国家。近年来，随着“八纵八
横”高铁网在全国各地延伸，高铁凭借安全、
快速、便捷的特点，在春运中的优势愈发明
显，成为旅客春运出行的首选。

“去年我刚来沈阳的时候，还没有开通沈
阳到承德的高铁。”在沈阳上大学的小李来自
河北承德，过去他只能坐火车回家，一坐就
是 11 个多小时，“今年寒假我买了高铁票，
只要2个多小时就能到家，想想都开心！”京
沈高铁沈阳至承德段首次投入春运，大大地
缩短了两地时空距离，造福沿线的回乡旅客。

今年春运，还有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杭
昌高铁杭州至黄山段、哈尔滨至牡丹江高
铁、济南至青岛高铁等多条新线首次加入，
进一步提升了春运的运力；10余列超长版复
兴号动车组亮相京沪高铁，刷新了旅客回家
的速度。

“今年的工都结束了，一盘算赚了8万多
块，开开心心回家过年啦！”南京南站，55
岁的左芳芝和丈夫周桃许在等待回家的高
铁，左芳芝说：“以前都是坐大客车回老家，
票价 80元，路上要 3个小时，现在坐‘复兴
号’只要 60 元，80 分钟就能到家，绝对
值！”这对夫妻在南京工地上做高层楼房的伸
缩缝制作，辛苦奋斗了一年，高高兴兴地买
了高铁票，期待着回家和亲人团聚。

北京南站党委副书记梁兆钰对本报记者
表示：“今年是复兴号首次投入春运临客运
输，就是为了让旅客共享铁路发展成果，让
旅客出行体验更美好、乘车体验更舒适。”四
通八达的铁路网，风驰电掣的复兴号，正在
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享受着舒适、快捷的春
运体验，轻轻松松把家还。

铁路之外，民航、公路也为人们提供了
多元化的出行方式。

作为今年春运旅客数同比增长最多的交
通方式，春运期间民航旅客运输总量将达到
7300 万人次，与去年相比约增长 12%。高铁
和民航的快速发展，催生出一种新的出行方
式——“空铁联运”。

今年春运，高铁香港段开通后，香港机

场与高铁组成的“空铁联运”成为不少在海
外工作的中国人回国的交通新选择。

“高铁真的太方便了！南非到我老家长沙
的飞机班次少、机票贵。高铁一开通，我们
可以飞到香港，从香港搭乘高铁回家。”来自
湖南的曾建由公司外派至南非工作，今年选
择了“空铁联运”的方式回家过年。刚下飞
机，他和朋友们放下大包小包，向西九龙站
内服务人员询问如何买票。

春运期间，呼和浩特地区也开启了“空
铁联运”模式。呼和浩特东站和呼和浩特机
场均设立了空铁联运候车专区，同时，呼和
浩特东站与呼和浩特机场间开通空铁联运直
通巴士。“铁路+民航”式的地空无缝衔接，
不仅符合国家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趋势，更为
春运旅客提供了更加方便、快捷的回家通道。

公路方面，湖北、湖南、陕西等14个省
份，超过 1 万条高速车道支持支付宝扫码付
费，每辆车通行速度将提高 5 至 10 秒，自
驾回家的体验越来越好；广东、广西、福建
等春运重点省份交警总队启动 2019 年春运

“温暖回家路”专项，推出“暖心地图”功
能，在高德地图内搜索“暖心地图”关键
词，即可找到身边的春运服务站和摩托车免
费维修点，让寒风中的“摩托大军”感受到
更多温暖。

回家背后的故事

春节将至，不论是在外求学的游子，抑
或是在外拼搏的打工者，纷纷收拾行囊奔往
家乡。

北京火车站，旅客们在等待回家的列
车：8 名来自河南洛阳的农民工，厚重的军
绿色包裹里装满了北京特产；3 年没有回家
的尹阿姨和老伴买了凌晨 4 点的票，急切地
想回家看望年逾八旬的父母；在北京读研究
生的小刘，一个月前就开始计算回家的日
子，期盼着和一年未见的爸妈团圆。

今年春运历时40天，全国旅客发送量预
计将达 29.9亿人次，比上年增长 0.6%。在短
短40天内运送约30亿人次，相当于每天帮整
个德国搬一次家，还相当于欧洲、美洲、非
洲、大洋洲的总人口都“流动起来”。

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社会的发
展成熟度和包容性提高，社会的开放程度与
流动率也随之增加。由农村流向城市的农民
工占据社会流动人口的绝大多数，而正是这
一流动人口构成了春运的人口基础。

“明年就不准备再出来做事了。”上海虹
桥国际机场，62岁的四川人黄祖才在等待带
他回家过年的飞机。在上海打拼了十几年的
他，本该是退休享清福的年纪，却选择继续
拼搏，以减轻儿女的负担。

“回家看看儿女，一家人团聚”，这是老
人最迫切的期待。团聚，也是儿女们最企盼
的。前段时间，黄祖才不小心扭伤了腰。家
人不放心他一人在外，女儿买了飞机票让他
早点回家过年，儿子在四川的机场接他回
家，全家老小都等着一顿魂牵梦萦的团圆
饭。十几年来，1700 多公里的距离，2 个多
小时的航程，每次回家，老人内心都充满着
期待和喜悦。

春运也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意味。“有
钱没钱，回家过年”，春节回家与亲人团聚，
是客居他乡的游子心声，更是中国人传承了
几千年的文化习惯。不论科技如何发展，时
代如何进步，春节回家依旧是中国人永恒的
话题和情结。

这几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反向春
运”正在成为新趋势。人们过春节、团圆的
方式不再拘泥于必须回家，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选择把长辈接到自己工作的城市团圆。据
中国铁路总公司披露，反向春运客流以年增
9%左右的速度增长。成都、重庆、哈尔滨、
武汉等劳务输出大省的城市，今年成了春节
十大热门出发地。

武汉至广州南站的G825列车上，孙桂昌
带着孙子坐得正舒服。除了在出站口的亲
人，等待爷孙俩的还有初到广东过年的新鲜
感。“如今让儿子夫妻俩从佛山回湖北老家过
年，反倒不如自己带着孙子来佛山过年方

便，不仅好买票，有时还能买上折扣票，最
高6.5折。”孙桂昌说。

“在哪儿过年不重要，跟谁过年才重要。
家人在哪儿，哪儿就是家。”在北京工作多年
的山西人田胜利今年给父母买了来京的火车
票，打算带父母好好逛逛北京城或是开车到
周边城市去看看。

“反向春运”的潮流中，除了前往大城市
相聚，还有部分家庭选择出境旅游。

在杭州一家电商企业上班的谢先生，准
备春节带着一家人去东南亚旅游。老人从江
苏老家出发，小夫妻和孩子从杭州出发，共
赴新加坡展开 5晚 6天的自由行。“春节期间
走亲访友固然重要，但只要一家人团聚，在
哪里都是过年。”他说。

有家人的地方就有年。不论是跟随春运
大军回家，还是将父母亲人接到身边，或是
全家出门旅游，变的仅仅是团圆的形式和途
径，不变的是对于春节团圆的渴望。

春运中的“逆行族”

有人已经归心似箭地踏上了回家路，有
人却仍然忙碌在春运一线岗位上。在万家团
聚的日子里，这些“逆行”在春运客流中的
人，默默在工作岗位上坚守和奉献，用爱
心、耐心温暖着每个游子的回家路。

陆振捷，K4051 次列车的指导列车长。
自工作以来跑了 15年春运，他只有 2年是在
家过节。和很多工作不一样，陆振捷每次上
班都要提着一个拉杆箱，箱子里放着日常用
品、换洗衣物、业务资料等。

“很多时候，我跟同事、乘客在一起的时
间，比家人要多出许多，家反而变成了‘驿
站’。”作为列车长，他这些年和爸妈一起度
过的春节屈指可数。陆振捷说，每到除夕，
如果在火车上度过，肯定会给爸妈去一通电
话，打开微信视频聊上几句。“轮到有休息，
最想的就是在家陪陪爸妈。”也正是家人的理
解和支持，为辛勤付出的“铁路人”提供了
坚强的后盾。

“一家不圆万家圆”，一方的坚守，换来
了无数漂泊在外的人平安到家。

“壮壮，妈妈今年春节不能陪你过年了，
因为还有很多人一年只能回一次家，妈妈要
去送他们回家。妈妈答应你，下了班就赶快
回来，你要乖乖听话等我哦。”薛峰是中国铁

路上海局集团上海客运段的一名列车长，家
在徐州的她常年往返在京沪线上。在不能陪
伴的日子里，她都会给儿子壮壮留一张“请
假条”。

懂事的壮壮会在假条上签下“同YI”的
字样，收进自己的“百宝箱”中。从壮壮识
字以来，他的“百宝箱”里已经攒了21张请
假条。这些小小的假条里，不仅满含着一位
母亲的歉意，更承载着母子之间的爱与约定。

不能陪伴孩子过春节的“铁路人”数不
胜数，哈大高铁车队的列车长董颖也是其中
之一。

“今年的年三十你又不在家，但你说虽然
不能回家陪我，可看着那些坐你们的车回家
的人，心里想着和我一样盼着爸爸妈妈一起
回家的孩子，你觉得值得。”今年，13 岁女
儿嘉琪给董颖写了一封信，小女孩的懂事令
人感动，“又一年春运开始了，我用铁路人孩
子的方式给你支持，也希望坐你火车回家的
叔叔阿姨对你的工作多一分理解，多一分微
笑……等长大了我也做个像你一样优秀的对
社会有价值的人！”这封信里有撒娇、有理
解，更流露出女儿对妈妈的爱和支持。

近两年，一批年轻的“95后”也开始加
入春运“逆行族”的队伍，用他们的活力和
热情温暖着回家的旅客。

“慢一点，慢一点”，连锐锋一边提醒旅
客有序上车，一边认真核对车票信息，不时
还帮旅客递一下行李。第一次手握“万能钥
匙”执行春运任务，他有些兴奋，同时也体
会到列车员的辛苦。他的值班室内，小桌板
上放着安全牌、警示带，一份列车时刻表上
密密麻麻地标记了各式符号。这是他作为新
手为自己做的笔记。

“95 后”连锐锋，是 K4051 次列车的 45
名外援乘务员之一，父亲是从业几十年的火
车司机。作为一名“铁二代”，他对铁路有一
种难舍的情结。连锐锋说，虽然父亲很少在
家，平时父子之间交流也很少，但父亲常告
诫他，为了“大家”牺牲“小家”，这不是伟
大，而是职责。

“‘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工
夫，有的是希望。”不论是奔向团圆的旅
客，还是坚守岗位的“逆行族”，每个人内
心都怀着温暖与期待。伴着回家路上美好的
春运记忆，在这充满希望的春天里，中国人
正迈着坚定步伐，继续书写美好新时代的新
故事。复兴号高铁列车在北京动车段整装待发复兴号高铁列车在北京动车段整装待发。。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贺贺 勇勇摄摄

▶ 1月28日，中建二局投资公司
的志愿者在西安北站为工友赠送新年
礼包并送行。当日，500 余名川籍务
工 人 员 有 序 登 上 西 安 开 往 成 都 的
D1929 次动车，踏上了回家团圆的旅
程。这是陕西开行的首趟免费“暖心
高铁专列”。

史文哲摄

◀ 春运首日，黄山北站客运职工与小演员
为旅客表演快闪舞蹈《好运来》。

陆 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