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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兔伴休闲，旅游迎新春。7 天
的春节假期，既是难得的团聚时间，也
是休闲游玩需求高涨的黄金周。伴随
疫情防控举措优化调整，这个春节假
期，中远程旅游稳步复苏，旅行体验年
味浓厚。

“近日异地客流占比超过7成，消
费者主要来自北京、广东、浙江等地。
餐厅生意的火爆让我们对哈尔滨旅游
市场全面复苏充满信心。”哈尔滨中央
大街一家西餐厅的运营经理王旭说。

与市场感受一致，多方数据证实
中远程旅游复苏势头旺盛。

飞猪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境内长
线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超500%，国内机
票订单量同比增长超40%，火车票订
单量同比增长近80%。

伴随着长线出游的升温，多地景
区迎来久违的爆满场面，酒店、民宿、
餐饮等配套产业同步取得癸卯新年

“开门红”。携程数据显示，跨省酒店
预订占比近7成；与去年同期相比，春

节假期前4天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
2倍，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成。

新春佳节，山东枣庄台儿庄古城
花灯通明，流光溢彩。有千余年历史
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火龙钢
花在古城关帝庙广场前上演，伴随着
火树银花的热闹场面，游客叫好声不
断，共祝新年红红火火。

春节出游，年俗是特色。全国各地
景区纷纷推出各类庆祝农历新年活动。

在北京，圆明园新春游园会将老
字号、非遗、文创、餐饮、游玩融于一
体，获得游客一致点赞；在贵州，施秉
县杉木河夜漂景区的迎春灯会，造型
各异的花灯将人们带入传统文化与
现代科技交融的节日氛围；在浙江，
乌镇推出水上年市、水陆迎春演绎、
新春长街宴等项目，让游客感受浓浓
水乡年味……

“过年旅游，还是图一个喜庆和热
闹，得到一些传统文化的熏陶。”身着汉
服来到乌镇过年的上海游客马女士说。

携程27日发布的《2023年春节旅
游总结报告》显示，除一线大城市外，
西安、苏州、扬州、洛阳、开封等文旅资
源富集的古城人潮如织，位列景区人
气前十城市。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赏彩灯、
逛庙会、游古镇、登高祈福、非遗传
承……传统文化与佳节出游交融，让
这个春节倍添仪式感。

一壶清茶、一炉炭火、几盘零
食……围炉煮茶，成为社交网络上的
春节聚会新宠。

“在外奔波了一年，需要与家人分
享一壶茶的时间。”在长沙市民杨小姐
看来，围炉煮茶的重点不在于吃喝，而
在于让亲友在寒冬围坐一起，共享温
暖时光。

团圆是春节永恒的主题。春节假
期的出游既是休闲，也是团聚。OTA
平台搜索数据显示，除了围炉煮茶外，
滑雪、游湖、登山、露营等适合多人共
享的游乐项目均受到游客青睐。

这个春节假期的暖意，还体现在
惠民政策上。山西鼓励全省A级景区
在2023年1月至6月期间以优惠价格
预售全年首道门票；广西将桂林景区
等在内的160余家景区对全国游客实
行首道门票5折优惠；浙江杭州、山东
济南、江苏苏州等地对国有A级景区
免首道门票……

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一级巡
视员王鹤云介绍，春节期间，文旅部门
组织开展“打卡旅游休闲 打开欢乐春
节”2023 新春旅游推广活动，鼓励各
地推荐更多休闲游、微度假等周边游
产品，推动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旅
游休闲街区、乡村旅游重点村镇等因
地制宜做好春节假日市场供给，推出
具有冬季特色的休闲体验项目，开展
丰富多彩的旅游休闲和民俗活动，满
足人民群众“旅游迎春、休闲过年”的
需求。

记者 徐 壮
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

稳步复苏 年味浓厚
——春节假期旅游市场扫描

据新华社济南1月26日电
（记者萧海川） 记者 26 日从山东
农业大学获悉，由学校段巧红教授
领衔的科研团队，近期成功揭示大
白菜等十字花科蔬菜通过调控柱
头活性氧水平以维持种间生殖隔
离的分子机理，并研发了打破远缘
杂交生殖隔离的育种技术。相关
科研成果已于25日在线发表于国
际学术期刊《自然》。

取得相关成果的山东农业大
学蔬菜生殖机理与育种应用团队
表示，在揭示分子机理、研发育种
技术的同时，团队已成功获得大
白菜的种间、属间远缘杂交胚。
环环相扣的科研成果，实现了对

远缘杂交育种思路与途径的更新
拓展。

记者了解到，大白菜等十字花
科蔬菜，大多具有自交不亲和性，
对相关蔬菜品种开展传统远缘杂交
育种费工费力且效率极低。剖析作
物自身授粉调控机制、高效利用远
缘物种的种质资源，势在必行。

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农业大
学邹学校教授认为，这一研究系统
解析了远缘杂交生殖隔离的形成
机理，开发了打破生殖隔离的远缘
育种技术，是植物生殖生物学与杂
交育种领域的标志性成果，相关理
论和技术将对蔬菜育种工作产生
深远影响。

蔬菜科研新进展：
大白菜育种可远缘杂交

左图：1月27日，在贵州榕江县城北新区体育馆
广场，人们有序上车准备外出务工。 近日，贵州采
取点对点联系省外大中型企业、包列车客车、提供
自驾补助等方式，强化农民工就业服务保障，多措
并举助力农民工就业。

右图：1 月 27 日，务工人员在站台等待列车进
站。当日，550 余名黔北地区务工人员乘坐 G1339
次列车从遵义南站出发前往浙江杭州，这是贵州省
今年节后开行的首趟高铁务工返岗专列，务工人员
的乘车费用全部由当地人社部门承担。 新华社发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春节黄金
周——

随着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节日里的中国在流动和忙碌
中释放发展动力。

实体商业人气回暖，线上零售增
势不减，持续升温的假日消费，彰显中
国市场的潜力和韧性。

送祝福、庆团圆，神州大地洋溢着
浓浓年味儿；看非遗、品书香，传统文
化在赓续传承中焕发新生。

出行畅
国内旅游出游突破3亿人次
流动中国彰显生机活力

天 空 湛 蓝 清 澈 ，大 地 银 装 素
裹……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的雪道上，
游客王先生和家人在冰雪世界中尽情
驰骋。

“南方人对雪有着特殊的向往，今
年春节我们一家打卡阿勒泰的各大雪
场，孩子们对滑雪也充满热情和好
奇。”王先生说。

今年春节，在落实好安全生产和
疫情防控要求前提下，10739家A级旅
游景区正常开放，占全国A级旅游景
区总数的73.5%。各地相继出台景区
门票减免或打折、发放文旅消费券等
惠民措施。据不完全统计，春节期间
免费开放A级旅游景区1281家，占全
国A级旅游景区总数的9%。

多地聚焦“不夜城”特色，推出夜
间文旅产品。如北京八达岭夜长城首
次在春节期间对公众开放，四川成都
开展夜游锦江、成都灯会、光影节、火
花节等系列夜游活动。

在各类政策措施带动下，不少景
区重现游人如织的景象。经文化和旅
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春节假期全
国国内旅游出游3.08亿人次，同比增
长 23.1% ，恢 复 至 2019 年 同 期 的
88.6%。实现国内旅游收入3758.43亿
元，同比增长 30%，恢复至 2019 年同
期的73.1%。

国外度假游也持续升温。国家移
民管理局数据显示，春节假期前6天，
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共查验出入境人员
239.2 万人次，较 2022 年春节同期增
长123.9%。

旅游通达，出行顺畅，寄托着人们

对“诗和远方”的向往，更离不开相关
部门的配合保障。

“用手机扫码下载 App，注册账
号、充值完毕之后，就可以插入充电头
进行充电。”在武鄂高速葛店停车区，
新能源车主卢女士在工作人员帮助下
顺利完成了充电。针对春节期间的出
行高峰，国网相关单位在全国多地提
前安排移动充电舱，满足长途出行的
充电需求。

为最大限度保障群众出行需求，
各地交管部门依托交通广播、电视、互
联网等媒介，及时公布交通流预判和
分流绕行预案等，确保春运期间道路
平安畅通。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春运工作专
班数据显示，1 月 21 日至 26 日，全国
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共发送旅客约
1.75亿人次，全国高速公路小客车流
量约2.45亿辆次，均高于2022年同期
水平。

春节期间，“人”的出行平稳畅通，
“货”的通行运转有序。

根据国务院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监测汇总数据，1 月 21
日至 26 日，国家铁路运输货物约
5841.7 万吨；邮政快递揽收量约 2.79
亿件，投递量约2.59亿件。大小备货
仓和物流集散点昼夜灯火通明，流动
中国处处彰显生机与活力。

消费旺
餐饮、电影票房复苏强劲

节日市场繁荣有序

老济南酥锅、糖醋鲤鱼、兔年造型
的胶东花饽饽……大年初五，位于山
东济南恒隆广场的“城南往事”人声鼎
沸，香气升腾。

“春节期间几乎每天都是爆满状
态，门口排队的顾客就没断过。”山东
凯瑞商业集团市场营销总监侯明敬
说，今年春节，餐饮业熟悉的热闹场景
又回来了，餐饮人的信心也回来了。

美团数据显示，春节假期前6天，
全国多人堂食订单量同比 2022 年春
节增长53%，部分餐厅重现排队等位
超过1000桌的火爆态势。

“春节是餐饮市场复苏的试金石，
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后，餐饮业经
营情况持续向好，预计后续复苏脚步

有望进一步加快。”中国饭店协会会长
陈新华说。

电影市场也在春节期间迎来“开
门红”。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1
月 27 日 21 时，2023 年春节档电影票
房突破67亿元，为中国影史春节档票
房第二名。

“大年初三和朋友一起观看了《流
浪地球 2》，场景震撼人心，剧情和特
效都很棒，中国科幻电影质量越来越
高了。”“90 后”观众周思走出电影院
兴奋地说。

业内人士分析，今年春节档影片
类型丰富多样，演员阵容强大，充分展
现了中国电影的魅力，也为全年电影
市场复苏打下基础。

除了走进影院，不少人选择假期
“宅”家线上观影。爱奇艺数据研究中
心提供的数据显示，春节假期前5天，
爱奇艺剧集频道观看时长同比增长
28%，《狂飙》等剧集热度持续攀升。
截至1月25日，两部春节档推出的网
络新片在爱奇艺云影院首映总票房已
超1200万元。

春节期间，网络零售增势依旧强
劲——京东数据显示，“兔”年主题珠
宝首饰春节期间销量持续走高，礼盒
类商品整体销量同比增长超50%；苏
宁易购平台净水器、智能除菌马桶等
升级类电器销售持续增长；一些品牌
推出的预制菜新品在京东、天猫旗舰
店销售火爆……

春节黄金周，也是透视全年经济
的一扇窗口。

“节日消费火热的景象再次回归，
一定程度上表明消费信心在回升。春
节消费的红火，为提振全年经济开了
个好头。”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王蕴说。

暖意浓
展现新征程奋进姿态
年味儿升腾全球共庆

正月初三一早，冬日暖阳缓缓升
起，湖北省钟祥市莫愁村景区已经热
闹起来。“醒狮送瑞”等民俗活动喜
气洋洋，浓浓荆楚年味儿弥漫在乡间
村落。

“家乡的变化太大了！”在广州工
作的王威两年没有回老家过年了，今

年他早早赶回家，帮父母办年货、贴春
联、做团圆饭。他打算好好享受春节
假期，找回儿时过年的记忆。

苍穹之上，太空家园同样年味儿
满满。

问天舱内，3 名航天员特意穿上
了“祥云服”，迎接中国空间站全面建
成后的首个除夕。“鸿运当头”椒麻鹅，

“金玉满堂”松仁玉米，“势如破竹”酸
辣笋……航天员张陆说：“穿新衣、吃
饺子、送祝福，这些年俗年味儿可一样
也不少。”

春节期间，世界多地纷纷举办中
国年庆祝活动，让远在海外的华夏儿
女表达对故土的眷恋，也让国际友人
近距离感知中国春节，共同触摸五千
年文明的脉动。

年，是幸福的团圆味道，更是文化
的赓续传承。

演皮影、做草编、揉花馍……春节
期间，在西安市昆明池·七夕公园举办
的非遗集市和非遗展演活动上，丰富
的非遗技艺吸引了游客驻足观看、动
手体验。

“今年是兔年，这些小泥兔非常受
欢迎。”泥塑非遗传承人李俊平的展
位前站了不少游客，“通过对传统泥塑
的形象和造型比例进行调整，再结合
现代流行元素，这些泥塑兔变得更加
可爱。”

北京超过160家实体书店在假期
开门营业，让书香伴佳节；在河北石家
庄，非遗传承人和群众欢聚一堂，兔年
剪纸栩栩如生，兔年烙画、浮雕等活灵
活现；浙江湖州部分地区组织开展“欢
乐过大年·戏曲进乡村”活动，为群众
送去传统越剧……

癸卯新春，神州大地以奋斗起笔。
眼下，北大荒集团各地农场正加

紧检修农机、精选良种、备足春肥、清
雪扣棚，描绘出一幅幅生动的“春耕备
耕图”；中铁十八局银昆高速公路工地
已是一片繁忙，就地过年的工人们正
抓紧施工；春节期间，西部陆海新通道
跑出“加速度”，开行量同比增幅创历
年新高……

瑞兔呈祥新年好，四海欢腾满目
春。这个春节黄金周，折射新征程上
的奋进姿态，彰显中国经济的韧性活
力，勾勒气象万千的时代图景。

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

出行畅 消费旺 暖意浓
——2023年春节黄金周盘点

新华社记者

多措并举助力农民工返岗就业

1月27日，在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淮南站，客运值班员唐洁
隔着车窗疏导旅客有序乘车。春节假期即将结束，铁路运输迎来春节假
期返程客流高峰。 新华社发

铁路迎来春节假期返程客流高峰

1月27日，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的中国宝武马钢股份特钢公司生产
线上，工人在生产线上忙碌。当日是大年初六，全国各地不少企业开工，
加紧赶制国内外订单，生产线上一片忙碌，力争新春“开门红”。新华社发

新春开工赶制订单忙

新华社香港1月26日电（记者
梁文佳）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26
日宣布，港澳两地政府同意增加港
珠澳大桥往来港澳的香港跨境非
商用私家车常规配额（香港配额）
1000 个，以加强港澳之间的陆路
跨境交通。

运输署表示，新增配额将由今
年第二季起分两个阶段发放。新
增的1000个香港配额分为公司及
个人配额两类，每类各 500 个，有
效期为不超过三年。持有有效香

港配额的私家车可以不限次数经
大桥进出澳门市内。配额有效期
届满后会重新接受申请，让更多人
可以受惠。

运输署表示，自港珠澳大桥启
用至今已发放共 1800 个香港配
额。新增配额的申请资格维持不
变。公司配额供在港澳两地均有
注册的公司，或在澳门有关联公司
的香港注册公司申请；个人配额则
供在澳门从事受薪工作或开设公
司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申请。

港珠澳大桥往来港澳的香港跨境
非商用私家车常规配额增发1000个

据新华社太原 1月 27日电
（记者马晓媛） 大年初四，山西省
洪洞县郭家节村的村医姬书雄正
和家人吃着午饭，一个电话打来，
姬书雄放下碗筷，拎上药箱，出门
跨上摩托就出诊去了。

打电话的是马桂兰老人的女
儿。一个月前，73 岁的马桂兰因
为新冠病毒感染入院治疗，回家后
还是觉得身上不爽利。这天中午，
老人胸口憋闷，浑身难受，于是让
家人赶紧把姬书雄找来。

听诊、测体温、量血压、测血
氧、看舌苔……姬书雄给老人做了
一系列检查，初步判断老人的身体
没有大碍，于是坐在床边，跟老人
聊起天来。“姨，咱这没啥大问题，
就是上回住院还没全好，你放宽
心，好好保养，饭多吃点，没事出门
转转，很快就好了。”老人不住地点
头答应。一旁的女儿笑道：“姬大
夫的话就是比我们的管用。”

郭家节村在吕梁山区的黄土
塬上，地处偏远，群众就医不便，
谁有了头疼脑热，第一时间想到
的就是村医姬书雄。春节期间，虽

然病人比平时少了，但姬书雄的心
却一点儿没放下：“有的老人在新
冠病毒感染后还有一些症状，有的
老人还一直没有感染，都需要重点
关注。”

为了保障群众的就医需求，姬
书雄的卫生室除了大年初一外几
乎都开着。为了保证“随叫随到”，
姬书雄的手机24小时开机，“咱身
上担着责任，不能误了事。”

洪洞县卫体局局长高红安介
绍说，洪洞是山西人口第一大县，
当地将关口前移下沉，充分发挥村
医作用，兜住农村医疗“网底”。

据悉，当地对有基础病、高龄
老人等重点人群实行“红黄绿”三
色管理。由村医对辖区内重点人
群开展健康监测和服务，红色人员
每周随访3次、黄色人群每周随访
2次、绿色人群每周随访1次，以便
及时掌握重点人群感染动态和健
康状况，进行对症处理。

“春节期间，全县 700 多名村
医在自己的岗位上守护农村群众
的平安和健康，是群众健康的‘守
门人’。”高红安说。

黄土塬村医的春节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