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提
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
村治理水平，强化农民增收举措，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阶段性
成果”，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为
脱贫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

春节期间，新华社记者深入脱贫地
区，品味乡土中国的浓浓年味儿，感受老
乡们生活生产中发生的喜人变化，记录广
大乡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

让农民腰包越来越鼓、生活越
来越美好

西海固移民群众的这个春节殷实而
忙碌。

“春节放假，初八前我一个人负责管
理 19 个大棚。”宁夏吴忠红寺堡区光彩村
村民刘思胜卷帘、放风……一通操作，朝
阳已西落。

51岁的老刘是个精干的庄稼把式，去
年红寺堡水发浩海现代农业产业园改制，
凭借踏实肯干，他从“打工人”升级为“农
业合伙人”。

“我负责管理，公司负责销售，种出的
蔬果卖出后，再和公司分成。”他说，“去年
夏天 3 个月时间，5 个棚就挣了 5 万元，我
马上追加到19个棚，今年8月前还能赚上
差不多20万元。”

红寺堡区是全国最大的易地生态移
民集中安置区，居住着 20 多万来自西海
固的移民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的目标正在实现。

老刘是第一代移民，经历了搬迁带来
的变迁：刚搬来时四处务工，一个月挣几
千元；如今，在家门口干，一年能赚 20 多
万元。“现在的生活就是《山海情》的续集，
今年打算加盖新房。”刘思胜说。

这个春节，无论是“老把式”，还是“新
生代”，都在新家园不断找寻向上发展的

“增量”。
22 岁的康艳，春节只给自己放了 3 天

假，网店还在运营，3 天已有 2000 多个订
单待发货。

在她位于红寺堡区电商孵化中心的
工作室里，待发快递堆成了小山。

过去一年，康艳卖头巾帽子，网络销
售额超 500 万元，不仅还清了家里欠债，
还买了车和 150 平方米的新房，成为大家
眼中的“人生赢家”。

而就在两年前，父亲突然病故，家里
欠了几十万元债……康艳辞去城里的工
作，在政策支持下，抓住家乡发展电商的

“风口”，成功创业。“上个月，刚开通跨境
电商，今年要带着乡亲们把货卖到国外
去。”康艳说。

“我们接受教育的目的，是让家乡摆
脱相对贫困，而不是摆脱相对贫困的家
乡。”最近，康艳在红寺堡第一届电商供应
商大会上向创业的年轻人说。

【小康数据】

2023年，脱贫成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
地区农民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
水平，脱贫劳动力务工总规模达到 3396.9
万人，超过年度任务目标377.7万人。

【记者手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摘帽不是
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脱贫地区群众
在各类政策的帮扶下，不懈努力改变命运
的感人故事持续上演。这份勇于自我突
破、接续奋斗的精气神，源自新角色、新本
领、新理念的助推。让农民腰包越来越
鼓、生活越来越美好，不仅产业就业要夯
实，内生动力也要巩固拓展，这是乡村振
兴的题中之义。

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

“今年我们‘村晚’是我开场的，大家
看我们村漂亮吧？”

春节里，50岁的湖南省邵阳县新田村
村民陈友平在家里直播。

陈友平记忆中好久没有这么高兴
了。14年前也是春节，他带着心中的不甘
离乡务工。“地养不活人，村民邻里间鸡毛
蒜皮都是大事，想换个活法。”陈友平坦陈
当年的心态。

陈友平在广东漂了 8 年，换了很多工
作，却没攒下钱。听说村里的环境越来越
好，他给村支书陈海兵打了个电话，电话
那头响起了乡音：“你回来，有啥困难我们
一起想办法。”

回村后，陈友平一家住进了扶贫安置
房。这些年，他眼看着村里“一天一个
样”，用乡亲们的话说：层林染绿了山头，
天然气接到了灶头，5G 网络覆盖了墙头，

道路连通了外头，公交开到了村头，好日
子还在后头！

“村子敞亮了，村民的心也跟着明亮
了。”村妇女主任蒋海霞说，现在村里腰鼓
队、舞蹈队、合唱队的活动丰富多彩，开会
议事人齐心也齐。

基础设施改善，乡风文明提升。这几
年，新田村出台村民自治章程，建成文体
广场和百姓大舞台……2023年，新田村被
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陈海兵说：“村民们热热闹闹地聚在
一起，聊得最多的是怎么让日子过得更
好。”

“我们新田村，也叫‘心甜村’！”乡亲
们说。

【小康数据】

我国乡村建设持续推进，脱贫地区农
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绿色发展理念逐步
形成。截至2023年底，全国农村卫生厕所
普及率超过73％，生活垃圾得到收运处理
的行政村比例保持在 90％以上。全国行
政村通5G比例超过80％，实现“市市通千
兆、县县通5G、村村通宽带”。

【记者手记】

乡村不仅要塑形，更要铸魂。如果
说，屋舍俨然、阡陌交通的美丽村容是乡
村振兴的“面子”，那么，团结和谐、奋发昂
扬的村民就是乡村振兴的“里子”。让人
文之和、环境之美“有里有面”，才能在中
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设真正的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

要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
重中之重

乌蒙山腹地，云南省盐津县蒿芝村。
36岁的乌骨鸡养殖大户袁彬，这个春

节比平日更忙。
除夕前的销售高峰，他的直播间每天

能卖出 50 到 100 单。就连年夜饭袁彬夫
妇也是在乌骨鸡庄园吃的。

袁彬的乌骨鸡庄园依山而建，一群群
乌骨鸡林间觅食，一座座吊脚楼式的鸡棚
矗立山坡。这样的鸡棚庄园里建了 116
个，每个能养 500 只鸡，还安装了可视化
溯源系统。

“养了 10 多年的鸡，现在在鸡棚里就

能把鸡卖到全国各地，在手机上就能监控
鸡棚情况，以前做梦都没想过。”袁彬说。

蒿芝村乌骨鸡养殖历史悠久，但地处
乌蒙山区，曾是典型贫困村。这几年，盐
津县大力发展乌骨鸡产业，建立养殖、加
工、销售全产业链。乘上产业发展东风，
袁彬的乌骨鸡养殖规模逐渐壮大。

如今，山还是那些山，袁彬已将乌骨
鸡卖到全国各地。这背后是他为打开销
路进行的探索：他尝试电商直播，直播间
就设在鸡棚。产地直销、直播选货……他
的直播间经常“爆单”。去年 9 月，袁彬带
着村里几个年轻人一起搞电商直播，把他
们培养成了月薪近万元的带货主播。

“直播只是扩大销售的手段，以销促
产，产业才能更壮大。产业要持续发展，
还要以品质赢得消费者认可，扩大市场份
额，品牌化经营。”袁彬向记者介绍着他的

“生意经”。
解开“流量密码”，接续摸索“财富密

码”：在袁彬带动下，全乡 600 多户农户养
鸡增收。目前，这样的乌骨鸡养殖基地在
盐津县10个乡镇还有128个，综合养殖规
模达 150 万只，2023 年带动 4238 户脱贫户
和监测户户均增收4100元。

趁着返乡过年，有村民向袁彬取经，
也想在家乡创业。“电商直播培训实操基
地正在筹建，无论是销售还是养殖，欢迎
大家一起干。”袁彬说。

【小康数据】

截至2023年底，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重达
到 60％，脱贫县培育了一批特色主导产
业。

【记者手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振兴是乡
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落实产业帮扶政
策，做好‘土特产’文章”。做好“土特产”
文章，仅是硬件投入还不够，还要赋予脱
贫群众知识、能力和手段，提“志”增“智”，
让群众在市场浪潮中培育自我“造血”能
力。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人”的现代化
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将为农业农村的深
刻变革提供强大驱动力。

新华社记者 刘紫凌 侯雪静 邹欣媛
袁汝婷 林碧锋 姚羽

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2月17日，北京南站京铁爱心服务组的工作人员为
行动不便的旅客提供服务。当日是春节假期最后一
天，北京南站迎来客流高峰。北京南站京铁爱心服务
组为重点旅客提供从进站、乘车到出站全程式的爱心
服务，方便旅客出行。

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 摄

2 月 18 日，游客在萝卜·元宵·糖球会上选购糖球。
当日，2024 年青岛萝卜·元宵·糖球会正式开幕，活动包
含赏花灯、观舞龙、赶大集、游园会等特色民俗活动，吸
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参观。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春节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
旅客9946万人次

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记者樊曦）记者 18 日从中国
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 月 17 日正月初八，春节假
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606.7 万人次，连续 4 天
刷新春运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春节假期（2 月 10 日
至 17 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9946 万人次。

据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绍，春节假期结束后，
学生、务工等客流明显增多，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
行。2 月 18 日正月初九，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510 万
人次，安排加开旅客列车 1709 列。

各地铁路部门加大运力投放，强化出行安全保障，助
力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公司在
京沪、广深、徐蚌、合阜等方向增开旅客列车 443 列，对 178
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与南方
电网贵阳供电局密切协作，对管内贵阳站、贵阳北站等车
站及沪昆高铁、贵广高铁等铁路沿线供电线路开展保供电
巡查，确保出行用电安全无忧；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公司
汉口、武汉、十堰、宜昌东等客流较大车站成立 132 个站台
乘降组织小分队，做好车门、电梯等部位安全防护和旅客
引导。

2 月 18 日，浙江省杭
州市淳安县千岛湖广场

“就业惠民生 协企开门
红”大型人才交流会现
场人头攒动（无人机照
片）。

务 工 包 车 、春 风 送
岗、直播招聘……各地
采取多项暖心举措，助
力节后人们返岗就业。
新华社发（毛勇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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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国内旅游出游 4.74 亿人次，同比
增长 34.3％，按可比口径较 2019 年同期增
长 19.0％；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 6326.87 亿
元，同比增长47.3％，按可比口径较2019年
增长7.7％。

2024 年春节，旅游格外“热辣滚烫”。
文化和旅游部 2 月 18 日数据显示，春节假
期出游人次和出游总花费等多项指标创历
史新高。8天“超长”假期里，人们既享受旅
游迎春，又拥抱国风国潮，绘就这个春天的
动感画卷。

春节期间，位于山东济南大观园景区
的城南往事大观楼，佳肴满桌、座无虚席。

“一桌难求！”餐厅经理王一举说，除夕和大
年初一基本都是济南本地顾客，初二开始
外地游客明显多了起来。

前半程团圆，后半程出游。“打开”丰富
多彩的春节假期，旅游带来了什么新鲜玩
法？

“花式”团圆，全家出游——从在家守
岁，到出门接福，团圆不止一种方式。大家
的出游距离和出游时间双双拉长，携家带
口“南来北往”趋势明显。

据商务部大数据，从腊月二十三到大
年初七，全国重点商圈客流总量同比增长
73％。各具特色的商圈满足着不同人群的
消费需求。

飞猪数据也显示，国内中长线游同比
增长超 3 倍，自由行平均旅行天数同比增
加30％。北方游客青睐前往广东、海南、福
建等地温暖过年，南方游客则倾向于到黑
龙江、吉林等地感受“冰雪奇缘”。

有“里”有“面”，各取所需——老人想
要浓郁年味，中年人享受“慢生活”，年轻人
追逐“网红”地标。长假里，人们的多样需
求充分释放，对文旅产品品质提出更高要
求，带动行业“卷”起来。

文化和旅游部推出包含 7 大板块共计
25项主体活动的“欢欢喜喜过大年”2024年
春节主题文化和旅游活动、湖北发放 60 万
张文化旅游特别惠民券、河南洛阳部分热
门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游客更有幸福
感、获得感。

国风劲吹，年俗更“潮”——一年又一
年，不改中国味。从西安、泉州，到大同、正
定，从苏州平江路，到天津古文化街，年轻
人穿上汉服拍照、举起花灯夜游，国风游热
度居高不下。

社交网络上，威武雄壮的潮汕英歌舞
刷屏短视频平台，一路舞到海外。在携程
平台，龙年春节灯会搜索量同比翻倍。在
各地举办的新春灯会、舞龙表演、庙会市
集、非遗秀场中，传承千百年的民俗更显生
机勃勃。

“金龙”伴休闲，旅游过大年。火热的
春节旅游背后，有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自
信、有古老传统的绵延赓续、有人文与经济
的水乳交融……越是热闹，越值得细细品
味。

这个春节，我们享受了“诗和远方”的
满满慰藉，一定能以龙腾虎跃、鱼跃龙门的
干劲闯劲开启新的一年。

新华社记者 徐壮
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4.74 亿人次创新高！春节旅游“热辣滚烫”

春节假期全国投递
快递包裹超6.41亿件

据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记者戴小河）国家邮政局监
测数据显示，今年春节长假期间（2 月 10 日至 17 日），全国快
递业投递快递包裹超 6.41 亿件，日均投递量与 2023 年春节
假期相比增长82.1％。

一份份寄往老家的礼品，寄托了游子的牵挂和乡愁；一
件件从故乡寄来的年货，承载了亲朋的思念和祝福。互寄年
货已成为人们欢度新春的方式。数据显示，自春运开始以来
（1 月 26 日至 2 月 17 日），全国快递业揽收快递包裹 56.55 亿
件，较 2023 年春运同期增长 30.8％；投递快递包裹 59.94 亿
件，较2023年春运同期增长21％。

国家邮政局邮政业安全中心数据管理处副处长许良锋
说，今年春节期间，特色产品和节庆寄递需求旺盛，农产品继
续保持增长态势。邮政管理部门统筹做好春节期间安全生
产和寄递服务保障工作。

我国 2024 年非常规水利用量
预 计 将 超 过 180 亿 立 方 米

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水利部近日发布 2024 年水利
系统节约用水工作要点，力争非常规水年利用量超过180亿
立方米，地级及以上缺水城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24％以上。

水利部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2024年开
展非常规水利用提升行动。强化非常规水配置管理和利用，
积极协调有关部门联合开展重点城市再生水利用行动。

再生水等非常规水源是常规水资源的重要补充。开发
利用再生水等非常规水源，可增加水源供给、减少污水排放、
提高用水效率，对缓解我国水资源供需矛盾有重要作用。

根据 2024 年水利系统节约用水工作要点，严格总量强
度双控管理，全面实施国家节水行动。2024 年预期目标是：
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
2020年下降13％，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进一步提升。

脱 贫 地 区 新 春 蹲 点 见 闻

暖心服务
助力节后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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