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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慎将晋晓琴、晋伟坐落于夏县禹王大道北侧
金桥嘉园小区 4 号楼 2 单元 502 号的房产证【不动产
证书号 ：晋（2018）夏县不动产权第 0000049 号】丢
失，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今年为期 40 天的春运中，预计有
90亿人次出行。

熙来攘往间，春运的点滴故事、赶
路 人 的 记 忆 碎 片 ，都 折 射 出 时 代 巨
变。对流动中国的“节奏”变化，不少
人深有感触。

从绿皮车到动车“陆地舰队”，从
泡面、馒头到“舌尖上的中国”，从“摩
托大军”到自驾新能源汽车……变化
的春运，印证着时代的步伐，映照着人
们不变的团圆情愫。

【一变】出行：从一天一
夜坐绿皮车到“打个高铁”回
家

年近五旬的夏军在北京工作，每
到年底，携家带口回上海郊区与父母
亲戚团聚，成了他心中一大念想。在
他记忆中，从北京到上海，曾经要坐
22 小时的绿皮车。“人挤人，味道熏得
头痛，有个地方落脚就很庆幸。”

2011 年 6 月，京沪高铁开通运营，
京沪时空距离缩短至 5小时内。

截至 2023 年底，铁路营业里程达
15.9 万公里，其中高铁 4.5 万公里。四
通八达的交通网连接城市与乡村，一
次又一次铁路大提速，让春运回家路
越来越近。

一大早，夏军和家人从地铁站出
来到北京南站，有条不紊通过安检进
站、候车。11 点 29 分，他们抵达上海
站，一家人打上车准备回去吃团圆午
饭。

【二变】购票：从辛苦“跑
断腿”到手机“点一点”

“一票难求”，是游子春运记忆中
普遍的苦恼。

年过六旬的李永辉还记得当年春
运抢票的“疯狂”场景：在火车站、代售
点，寒风刺骨中，等待购票的旅客乌压
压一片，从半夜一直等到天亮。

从堪称“爷爷辈儿”的硬纸板票，
到后来计算机打印红色软纸票，售票
速度从几分钟压缩到几十秒。2012
年春运，互联网售票全面推行，乘客购
票从辛苦“跑断腿”转变为手机“点一
点”。

窗口、网络、电话等多种渠道的购
票矩阵，以及更人性化的购票方式，满
足不同年龄段的诉求，也分散了购票
人群。

为了到湖北武汉的女儿家过年，
李永辉尝试了“候补购票”功能。今年
春运，铁路部门对 12306 候补购票功
能进行了优化升级，进一步提高候补
购票成功率。

【三变】行李：从“大包小
包”到“轻装上阵”

甘肃天水是西北地区劳务输出大

市，近年来年均组织劳务输转超 70 万
人。每年春运期间，天水站、天水南站
就会涌入熙熙攘攘的人群。

天水站负责安检的铁路职工陈雄
洵记得，刚工作那会儿，务工人员出行
主要是“三大件”：背着大包袱、肩扛蛇
皮袋、手提塑料桶。

“那时安检工作量非常大。”陈雄
洵说，旅客行李笨重复杂，铺盖卷、
锅碗瓢盆、瓜果熟食，不一而足，需
要每件仔细查看，旅客取下背上也不
方便，影响安检进站、上车下车的效
率。

如今，拉个皮箱、背个书包渐渐成
为 常 态 。 从“ 大 包 小 包 ”到“ 轻 装 上
阵”，陈雄洵注意到，人均安检效率至
少也提升了 2倍。

【四变】候车：从拖家带
口“打地铺”到喝着咖啡逛商
店

“慢点慢点，别踩着我！”
年过五旬的苏州市民刘根荣回忆

早年春运，脑中总蹦出“打地铺被人
踩”的画面。

走进当下的苏州火车站，几乎不
见旅客席地而坐。有人刷手机和家人
视频聊天，有人在“书香驿站”翻阅报
刊，有人在特产商店左挑右选，有人在
领取自助下单的咖啡……

“现在，候车环境大不一样了。”长
期在苏州站工作的潘玲说。在多地火
车 站 ，不 少 候 车 室 化 身 特 色“ 商 业
街”。在北京站，不仅有老字号和潮
牌，还能买到中欧班列运回的跨境商
品。

【五变】检票：从人工打
孔到“一秒过闸”

大连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刘晓云
已在车站工作 20余年。

“刚工作时，每名检票员都配了把
小钳子，旅客出示车票后，要仔细核对
车次、日期等信息，然后在票的一侧剪
一个小口。”

春运客流大，在服务台工作的她
常去检票口帮班。刘晓云说，那时剪
一张票要四五秒，至少要提前半小时
检票，旅客早早就得来排长队。

2007 年 4 月，动车组全面上线投
入运营，中国开始迈入“高铁时代”；接
着推出磁介质车票，只需将车票插进
自动检票机，几秒即可完成验票。

2011 年 6 月起，“刷身份证进站”
的无票时代来临，带着身份证就能直
接进站。

去年，大连站、大连北站对检票闸
机进行升级，增加护照、港澳通行证识
别功能。旅客通过速度大大提升，实
现“一秒过闸”。刘晓云说，现在每个
检票口只需一两人引导，动车检票时
间也缩短到开车前 15分钟。

【六变】餐饮：从“泡面馒
头”到品尝“舌尖上的中国”

“忍一忍，吃完火车上这顿，就吃
团圆饭了。”

在南京客运段列车长颜晨的春运
记忆里，坐绿皮车返乡最难熬的，除了
没地睡觉，就是没啥可吃。“那会儿餐
车还是烧煤加热的，盒饭刚起卖就被
抢购一空。一到饭点，茶水炉前排起
长队，车里都是泡面味。”

自带泡面、馒头，就着榨菜、热水
就是一顿饭，这是曾经春运火车上的

“标配”；那声“泡面饮料矿泉水，花生
瓜子八宝粥”也成为一代人的回忆。

“以前是吃饱就行，现在是‘舌尖
上的中国’。”颜晨说。

他值乘的 G7584 次列车每天都要
售卖上百份“定制套餐”，旅客可以在
手机上一键挑选地锅鸡、狮子头等地
方美食。到站后，热气腾腾的饭菜就
送到了座位。

据上海华铁旅客服务有限公司介
绍，2023 年该公司冷链、热链餐食销
售达 1505 万份，“长三角一小时热链
圈”已初步形成。

【七变】如厕：从不敢喝
水到卫生间物品一应俱全

改革开放后，铁路春运人数迅速
上升。1979 年的春运，铁路旅客人次
首次破亿，客流迎来飞跃式上涨。

沈阳客运段客运三队车队长赵泽
强工作已 40 余年。第一次跟车时，他
最大的感受就是，“上厕所最麻烦”。

绿皮车时代的春运，车厢里人挤
人。“不到三平方米的小卫生间里，也
站着五六个人。”

如今，高铁动车的卫生间有了质
的飞跃。

赵泽强说，现在的动车卫生间里，
感应式冲水的洗手池、洗手液、纸巾等
一应俱全，被誉为“金凤凰”的复兴号还
有更宽敞的无障碍厕所。那种“只能润
喉、不敢喝水”的窘迫早已成为历史。

【八变】自驾：从摩托车
大军到新能源车登场

浩浩荡荡的“铁骑大军”曾是春运
中一幕牵动人心的场景。

珠三角地区的繁华离不开数以千
万计的外地打工者。岁末年终难回
家，“千里走单骑”便成了老乡们的选
择。顶风冒雨骑行十几个小时，只为
那一份团圆的热望。数据显示，最高
峰时从广东返乡的“铁骑大军”规模超
100万人。

“看似潇洒，其实为省钱嘛，危险
又辛苦。”来自广西的胡斌说，自己曾
是铁骑一员，前两年改坐高铁加大巴，
今年则自驾新能源车回家。

在江苏苏州打工的王庆同样选择
自驾新能源车回徐州老家过年。数据
显示，今年春运约有 72 亿人次自驾出
行。

“铁骑大军”逐渐退场，更多“绿色
军团”已在路上。

【九变】带娃回家：从出
行不易到温暖归途

沈阳站美丽服务台工作人员寇丽
已工作 20多年。

以往，独自带娃出行的母亲们非
常不易：一边拿着笨重行李，一边还要
单手抱娃。遇到这种情况，寇丽都会
主动上前帮忙。最棘手的是遇到需要
哺乳的母亲，客运员要临时找个私密
性好的房间，在门口守着。

2016年，关于加快推进母婴设施建
设的指导意见发布，提出到 2020年底，
所有应配置母婴设施的公共场所和用
人单位基本建成标准化的母婴设施。

在北京，截至 2018 年 11 月底，公
共 场 所 设 立 母 婴 关 爱 室 数 量 近 400
个 ，机 场 、主 要 火 车 站 配 置 率 达
100％。

沈阳站的候车室也有了“母爱十
平方”温馨小屋。温奶器、微波炉、纸
尿裤及接送站一条龙，更多有温度、人
性化的设施和服务，让宝妈们的归途
多了一份暖意。

今年，气球玩具、图书游戏……厦
门始发开往部分方向的高铁列车专门
设置了“遛娃舱”，缓解带娃家庭的焦
虑，也为孩子提供更多空间与自由。

从童趣满满的母婴整理台到一路
有爱的无障碍车厢，更多人群的需求
已被“看见”。

【十变】旅途：从“单向回
家过年”到“哪里都是团圆”

如果说过去更多是“千辛万苦也
要回家过年”，吃年夜饭看春晚，有老
有小、有说有笑；现在则更多有游有
赏、有逛有买。“游子变游客”逐渐成为
春节新风尚。

同程旅行发布的 2024 年春节旅
行趋势预测报告显示，“北上看雪”和

“南下避寒”成为春节假期关键词。
“旅游过年挺好！还能开眼界长

见识。”来自吉林的曹美凤和老伴订好
机票，和在南京工作的女儿相约赴海
南 过 年 ，还 准 备 在 当 地“ 买 买 买 ”一
番。“我的春节，我做主”，个性十足的
年轻人，也正在重新安排“新年俗”“新
年味”。

时代更迭、春运嬗变。从“有钱没
钱回家过年”到“此心安处是吾乡”，春
运背后折射出城市化进程的改变，团
圆的形式也在斗转星移间悄然变化。

“只要家人在一起，哪里都是团
圆。”曹美凤说。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

春 运 十 变
新华社记者 何磊静 丁非白 李 杰

新华社北京 2月 8日电
（记者 樊 曦 韩佳诺）8
日，春运进入第 14 天。随着
春 节 临 近 ，许 多 人 踏 上 旅
途。铁路、电力、民航等部
门加大运力投放，强化出行
服务和安全管理，助力旅客
平安有序出行。

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
有限公司的数据显示，2 月 8
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250 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
1900列。2月 7日，全国铁路
发送旅客 1296.5 万人次，铁
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为了进一步提升旅客出
行体验，中国铁路哈尔滨局
集团公司针对北京、上海、沈
阳等地旅客到达哈尔滨中转
换乘量增加的情况，在哈尔
滨至佳木斯、齐齐哈尔等方
向增开夜间高铁，最大限度
满足旅客换乘需求；中国铁
路南昌局集团公司萍乡站向
旅客免费提供热姜茶暖身御
寒，南昌南站将精美的新春
福袋送给旅客，营造温暖祥
和的旅途氛围；中国铁路成
都局集团公司推出鲜虾嫩蛋
堡、粥品等 3款中西式早餐和

“龙年限定”组合套餐，让旅
客感受“舌尖上的春运”。

电力和民航方面，南方
电网贵州兴义晴隆供电局对
辖区内电动汽车充电站，特别

是茶马、花贡等乡镇电动汽车充电站展开
专项巡查维护工作，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
车快充网络服务，切实保障公众春运期间
绿色出行；东航北京分公司在东航值机区
开设首次乘机旅客“一站式”服务专柜，为
旅客提供全流程咨询引导、值机手续办
理、行李托运等服务，并制作“首次乘机旅
客流程指引”机场路线图示、提供“首乘”
手环，让旅客出行流程更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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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 2 月 8 日电（记 者
何磊静）“您本次充电电量 42.1度，均
为清洁绿电，共减排二氧化碳 36.7 千
克……”今年春运期间，在江苏各个高
速服务区充电站，新能源车主充好电后
会收到一条“感谢绿色出行”的短信。

记者从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
司获悉，为做好春运期间新能源汽车
充电保障工作，江苏已将全省高速服
务区充电桩扩建至 1690 个，同比增

长 96％，同时首次实现所有服务区充
电桩绿电供应，助力碳减排。

据介绍，绿电的主要来源是太阳
能、风能等清洁能源，此次绿电供应预
计可至少满足 12.5万辆新能源汽车充
电，保障车辆绿色出行 3250万公里。

“通过推广普及绿色电力充电，
可以让更多新能源汽车参与绿电消
纳，提高绿电消费占比，将低碳出行
升级为‘零碳’出行。”国网江苏电动

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平台中心负责人
王坤说，江苏还将打造多个“零碳”充
电服务区、“光储充”一体化示范站，
促进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

此 外 ，江 苏 已 制 定 春 节 期 间 13
项新能源汽车充电保障重点任务，保
障重点从高速扩展到整个城乡、公路
沿线充电网络，推动实现全省乡镇充
电桩全覆盖，让更多新能源汽车在乡
村实现“充电自由”。

江苏首次实现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桩绿电供应

2月 7日，G8次乘务员在车厢内向乘客推荐儿童图书。
春运期间，铁路上海客运段在各趟列车上增设阅读角和流动书屋，为

儿童旅客出行增添乐趣。 新华社记者 王 翔 摄
儿童读物进车厢

2 月 7 日，参演人员在江西省樟树市临
江镇进行舞龙等民俗文化巡演活动。春节
将至，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展演活动，
喜迎新春。 新华社发（周 亮 摄）

多彩民俗迎新春

新华社北京 2月 7日电 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 2024 年春节联欢晚会 2 月
7 日进行第 5 次彩排。歌曲、舞蹈、相
声、小品、戏曲、武术、魔术、杂技、音乐
剧、微电影等各类型节目衔接流畅，主
会场与四地分会场自然贯通，整台晚
会洋溢着欢乐吉祥、喜气洋洋的浓浓
年味。至此，2024 年总台春晚已准备
就绪，盛情邀请全球华人共享这道充
满时代感和科技感的“文化大餐”。

扯面师傅、退休技工、公安民警、
运动员等带着各自的故事参演开场短
片《我们的春晚》，在“烟火气”里升腾
起对幸福年景的希望。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
科研工作者、文物保护工作者等 50 多
位行业代表唱起《看动画片的我们长
大了》，在耳熟能详的动画片主题曲
中，唱出梦想拔节生长、理想照进现实
的美好。总台热播电视剧《繁花》剧组
喜聚春晚舞台，与熊猫“花花”的饲养
员谭爷爷等观众代表一起在金鼓齐鸣
中给大家拜年。歌手韩红在歌曲《无
我》中，饱含深情地唱出万水千山、情
深意长的为民情怀。

春晚邀请观众在领略中华文明之
美中自信昂扬。创演秀《年锦》选用中

国古代寓意吉祥祝福的代表纹样，上
演了一场人从画中来的古代“时装大
秀”。通过歌曲+虚拟合成技术，跨越
千载的文化元素焕发新生。藏族、柯
尔克孜族、蒙古族歌手在《永恒的诗
篇》中热情放歌，传颂民族英雄史诗，
守护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

春晚邀请观众共赴一场充满仪式
感的全球大联欢。四地分会场各具特
色，新春的欢乐喜气扑面而来。辽宁沈
阳分会场创编《小拜年》《送情郎》等独
具东北特色的音乐，并与摇滚、说唱、民
乐、芭蕾相融合，点燃冰火交织的澎湃
激情；湖南长沙分会场的一首《都实现》
唱出蓬勃朝气、未来可期的时代新声，

“不夜星城”的魅力尽情闪耀；在陕西西
安分会场，国潮表演流光溢彩，全民唱
和诗词歌赋，在古今对话间见证了诗意
满长安的盛景；在新疆喀什分会场，多
民族顶尖舞蹈、器乐荟萃，展现出各民
族团结一家的和谐景象。

在跨国网友互动歌曲《晒 share》
中，全球网友联屏共舞“龙年主题舞
蹈”，热闹欢腾的中国年味传遍世界。
全球六大洲 49 个国家、90 座城市的
3000 余块“海外千屏”将直播、宣介总
台春晚，共享中国春节的喜庆欢乐。

2024年总台春晚完成全部 5次彩排

2 月 7 日，人们在湖北省宣恩县庆阳
古街购买年货。

春节临近年味浓，人们采买年货迎佳
节。 新华社发（宋 文 摄）

采买年货迎新春

春节临近，家家户户忙着采买年
货。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在
云南昆明至元谋西的公益性“慢火车”
7466／5次列车上办起了年货街。

6 时 15 分，列车从昆明站出发，年
货街就在加 1 车厢里开张了。火红的
春联、窗花、福字，飘香的香肠、腊肉，
新鲜的番茄、辣椒、白菜……各式各样
的年货琳琅满目。

“结合沿线群众需求，公司精选
200 多种产品在车上销售。”昆明铁路
局集团工贸有限公司经理谢连华说，
乘坐 7466 或 7465 次列车的旅客，在车
厢里走上一趟就能有收获。

旅客贺星在年货街的车厢里买到
了对联和做年夜饭用的蔬菜。他竖起
大拇指说：“铁路的服务很用心，我觉
得很方便。”

7466／5次列车的前身为昆明与攀
枝花间的6162／1次列车。2020年5月，
成昆铁路复线米易至攀枝花段开通运营
后，6162／1次列车运行区段调整为昆明
至元谋西，车次变更为7466／5。

如 今 ，7466／5 次 列 车 依 旧 沿 成
昆铁路运行，单程运行 245 公里，停靠
6 个客运站和 7 个乘降所，去程运行 4
小时 50 分、返程运行 5 小时 58 分，票

价最高 30.5 元、最低 4 元。“别小看了
这趟‘小慢车’，一部分山区群众靠着
这趟列车走出大山，满足了他们走亲
访友、经商购物、务工求学等出行需
求。”列车长杨兆祥说。

“慢火车”上的年货街不仅方便了
群众在回家途中就可以采购到物美价
廉的年货，同时拓宽了沿线土特产的
销售渠道。列车到达甸心站，几个背
着背篓的村民上了车，他们是来自云
南省禄丰市妥安乡甸心村的菜农。“平
时我们会坐这趟车去元谋卖菜。”菜农
张铁林说，得益于“慢火车”上的年货
街，蔬菜在车上就开始售卖。

为更好地服务沿线村民的出行，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持续对

“慢火车”中间停靠的车站、乘降所建
房设施开展排查，对客运设备进行全
面“体检”，定期组织对“慢火车”进行
库内深度保洁，全面提升“慢火车”的
乘车环境。

“如今在甸心村，有的家庭已买了
汽车，出行方式选择更多了。这趟小
慢车我喜欢坐，虽然慢一点，但只要有
它在，回家的路就一直畅通。”年逾六
旬的旅客李建新说。

（新华社昆明2月8日电）

云南：“慢火车”上的年货街
新华社记者 丁怡全 王安浩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