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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路，涌动着中国人对团圆的温暖

期盼，跃动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月 26 日起，2024 年春运拉开大幕。

这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第一个常

态化春运，40 天内预计 90 亿人次出行，创

历史新高。

春运，向来是观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一扇窗口。90 亿人次背后，是出行需求

的强力释放，展现着消费信心、经济活力，

折射着一个生机勃勃、活力奔涌的中国。

让我们透过“春运里的中国”，展望中国式

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新 开 通 高 铁 线 路 迎 来
首个春运

“流动中国”一路生花

1 月 26 日，2024 年春运首日。15 时 38

分，G2024 次列车驶离甘肃兰州西站，向河

南郑州飞驰而去。

“2024 年 乘 坐 G2024 次 列 车 回 家 ，希

望这一年都像坐高铁，高速前进、一路生

花。”车厢内的许愿墙上，在兰州工作的郑

州籍旅客刘涛写下自己的新年愿望。

据综合研判，今年春运期间铁路、民

航客运量有望创历史新高。人潮涌动的

背后，是久违的年味，是流动中国迸发的

勃勃生机。

“流动中国”活力四射，为高质量发展

积蓄磅礴动能。徐徐展开的“八纵八横”

高铁网已建成 4.5 万公里，正在改变亿万

群众的春运旅途。2023 年，我国铁路累计

投产新线 3637 公里，其中高铁 2776 公里。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批“超级工程”顺

利竣工。

2023 年 12 月新开通的济郑高铁（济南

至郑州），让山东、河南两省省会实现高铁

直连直通；杭昌高铁黄山至南昌段迎来开

通“满月”，形成串联西湖、黄山、鄱阳湖等

众多风景名胜地的黄金旅游线；成昆高铁

开通快运专列，来自云南的鲜花、茶叶、松

茸等特产，实现跨省快递“次日达”……搭

乘飞驰的“复兴号”，有形的人流、物流，无

形的资金流、信息流高速运转，释放高质

量发展的蓬勃活力。

“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

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

循环。”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各地

一批重大投资项目开工建设，新基建、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占比显著提高。聚焦补

短 板 、激 发 民 间 投 资 的 重 大 项 目 加 速 落

地，积极培育发展新动能。

在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一份份产

业链图谱清楚标注着陕西省今年重点投

资的产业，目前的短板是什么，需要如何

突 破 。 今 年 ，陕 西 省 重 点 建 设 项 目 超 过

600 个，高新技术产业占比达三分之一。

江 苏 省 450 个 重 大 项 目 开 工 ，“ 激 发

民间投资活力”成为关键词。今年，江苏

创新建立民间投资重点产业项目库，入库

项目达 200 个。几乎每月，全省 13 个地市

的相关负责人聚集在一起召开调度会，保

障民间投资的重大项目持续推进，更好发

挥民营企业在有效投资牵引中的主力军

作用。

有潜能的消费、有效益的投资，不断

释放内需潜力，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

的良性循环。强大而有韧性的国民经济

循环，支撑经济持续回升向好，高质量发

展脚步坚定向前。

“复兴号”家族增添新成员

“创新中国”步履坚实

全部 4 架国产大飞机 C919 首度服务

春运，“复兴号”家族新成员——新型复兴

号动力集中型动车组首迎春运……游子

返乡路，沿途总有科技相伴。

京张高铁部分沿线车站推出客运智

能服务机器人，不仅可以提供站内导航、

查询列车到发时间等服务，还可以帮助旅

客搬运大件行李。

客运智能服务机器人设置有封闭储物

箱，可以为旅客运送最重约 100 公斤的行

李。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来到机器人面

前，可以将行李放在它的储物箱内，扫描二

维码或进行人脸识别，机器人就会在站内

跟 随 旅 客 行 走 。 旅 客 还 可 让 机 器 人“ 带

路”，前往指定检票口检票乘车。

在旅客看不见的地方，机器人同样发

挥着重要作用。

动车组结构复杂，仅一节车厢底部就

有 3000 余颗螺栓需要检查。动车组智能

检修机器人的手臂能够 360 度灵活旋转，

在狭窄车底对齿轮箱、牵引电机、车轴等

关键部件进行全景扫描和智能分析，8 节

车厢的动车组总体检修时间从 2.5 小时缩

短至 45 分钟。

自 1 月 10 日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

运 行 图 起 ，中 国 中 车 研 制 的 CR200J1-C

和 CR200J3-C 型新型复兴号动力集中型

动车组，开始在全国更多地区开行。新型

复 兴 号 集 中 型 动 车 组 车 体 色 彩 由“ 中 国

红”“中国白”“长城灰”“国槐绿”4 种主色

调构成，交错涂装更加鲜亮。

复兴号集中型动车组，不仅是铁路车

辆更新换代的里程碑，更是展示我国制造

业水平的重要窗口。

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组成

部分，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

只需 4.8分钟，陕西省一家新能源汽车

企业生产线就能完成一辆重型卡车的装配。

“诀窍”是什么？智能化。

这条生产线采用全新工艺模式，自动

化程度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在这家现代

化工厂里，工业机器人成为生产线上的主

角，让生产更加高效。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

革 委 等 8 部 门 联 合 印 发《关 于 加 快 传 统

制 造 业 转 型 升 级 的 指 导 意 见》，提 出 到

2027 年 ，我 国 传 统 制 造 业 高 端 化 、智 能

化 、绿 色 化 、融 合 化 发 展 水 平 明 显 提 升 ，

有 效 支 撑 制 造 业 比 重 保 持 基 本 稳 定 ，在

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进一步

巩固增强。

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支柱产业“发新芽”，支撑各地推进新

旧动能转换、产业提档升级。省级两会接

连召开，不少代表委员围绕自主创新建言

献策：“将科技创新这个‘最大变量’，转变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增量’。”

“流动博物馆”走进高铁站

“文明中国”推陈出新

春 运 期 间 ，陕 西 省 宝 鸡 站 候 车 大 厅

里，出现一道独特风景。

在 陕 西 宝 鸡 站 候 车 大 厅 ，“ 探 寻‘ 中

国’源头，传承中华文化”主题宣传活动正

式启动。陈列柜内，何尊、逨盘、方鼎等青

铜器样品，展示着中国独有的青铜文化，

吸引大批旅客打卡拍照。

同样打造“流动博物馆”的，还有位于

广东省的广州白云站。广州铁路博物馆

在此展出 57 件铁路珍贵藏品，包括新中国

铁路建设成就纪念章、铁路通车纪念票、

“新世纪金龙号”机车纪念章等。整齐陈

列在玻璃展柜中的展品，吸引旅客纷纷驻

足观看，博物馆专职讲解员陈思佳在一旁

细致讲解。

首 都 机 场 航 站 楼 内 ，火 红 的 灯 笼 、

“新春游园会”主题景观营造出喜庆的节

日氛围；安徽非物质文化遗产徽州鱼灯，

登上杭昌高铁黄昌段列车；川青铁路列车

上 ，“格 桑 花 ”班 组 用 汉 藏 双 语 送 上 出 行

祝福……“流动的中国”更具人文气息。

春 运 ，与 春 节 这 一 传 统 节 日 密 不 可

分。当交通工具的迭代升级让旅途由难

变易，车站、机场等不再只是承载客流的

中 转 站 ，也 成 为 彰 显 地 域 文 化 韵 味 的 传

播站。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活化

利用，让文化遗产绽放新光彩。

阳光洒在木扶梯上，老式留声机流淌

出音乐，空气中弥漫着咖啡香味……在北

京 市 西 城 区 泰 安 里 文 化 艺 术 中 心 ，一 场

“历史文化下午茶”活动氛围正浓，69 岁的

市民张玉敏与街坊们聊着过往。

“泰安里有上百年历史了，是老上海

石库门风格的建筑。”张玉敏说，“10 多年

前，有几十户居民住在这儿，房子破旧，墙

砖脱落，生活环境可不怎么样。”

2020 年，西城区公布第一批文物建筑

活化利用计划，采用“揭榜挂帅”机制，为

包括泰安里在内的 7 处腾退文物建筑找

“管家”。在专业企业的运营下，泰安里文

化艺术中心已成为一个集社交、创意、阅

读、美食、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文化艺

术空间。

出土于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以蜀

锦蜀绣为意象的“锦绣之路”、东方蜀派古

琴……第三十一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

会的开闭幕式上，传统与现代融合，展示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独特魅力，也让人们

感受到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

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归途中的中华韵味，流动中的文化自信，

传承着“文明中国”。

上图：1 月 10 日，杭州西站至广州东

站直达高铁首发。图为旅客与铁路工作

人员在首发高铁列车上合影。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从宏伟蓝图迈向美好现实
—透过“春运里的中国”展望中国式现代化光明前景

■本报记者 佟欣雨 于心月

敲击钢轨、清理异物……身旁是繁忙

的京广铁路干线，脚下是滔滔东去的长江

水。1 月 26 日是春运首日，“万里长江第

一桥”湖北武汉长江大桥在凛冽的寒风中

屹立，桥面上一群身穿黄马甲的工人，正

沿着铁道逐一检视钢梁、枕木。

他们是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

司武汉桥工段的养护工。中午 12 时 40

分，记者跟随他们攀上武汉长江大桥铁路

桥面开始巡检。10多名养护工站成一排，

他们面前放着将要携带的工具。

逐一清点工具后，他们依次进入防

护网内的轨道线开始工作。只见一名工

人拿着长长的标尺，在两根轨道间测量

一番，然后用漆笔在测量点位写下标记，

有的工人则拿着小锤逐一敲击检查轨枕

扣件。

自 1957 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以

来，一代又一代“养桥人”每天都重复着这

样的工作。“春运开始后，通行列车密度会

更大，我们必须增加巡检养护频次。”带队

的黄志国说。

正是由于“养桥人”专注专业的养护，

半个多世纪来，武汉长江大桥虽然先后经

历 8次较大洪水、77次轮船碰撞，依然十分

坚固。最新检验报告显示，年过六旬的武

汉长江大桥全桥无变位下沉，9 孔钢梁、8

个桥墩无一裂纹变形，百万铆钉无松动脱

落，全桥无重大病害。

“ 一 年 有 四 季 ，‘ 养 桥 人 ’要 经 历 五

季——春夏秋冬和寒冬。”看到记者冻得

瑟瑟发抖，正在检测轨道的养护工陈卿明

笑着说，桥上温度平均比桥下温度低 5到 8

摄氏度，江面寒风如冰刀。

对于从部队退役的陈卿明而言，军人

作风是“刻在骨子里”的，更是“家传”的。

陈卿明的爷爷是从铁道兵转业成为第一

代“养桥人”的，父亲陈新国也在桥上干了

一辈子。1999年从部队退役时，他主动申

请成为“桥三代”。

“那里有爷爷和父亲的身影。”他说，

从小耳濡目染都是“大桥”，对它有一种发

自内心的亲切感。

“人在桥上，桥在心中”。刻在武汉桥工

段办公楼上的这几个字，格外显眼。67年

来，武汉长江大桥没有发生一起铁路行车责

任事故，作为畅通京广大动脉的关键咽喉，

见证了一代代“养桥人”的坚守与一丝不苟。

在武汉桥工段办公楼一楼主控室，大

屏上显示着大桥数十处关键处所摄像头

视频画面，分两排摆放的 10台电脑上实时

更新着大桥上桥梁防撞监控系统和桥梁

健康监测系统的各项数据。

“这些年，大桥养护经历了传统手工

时代到机械化、再到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的

跨越。”当了 30 年养护工的聂亚林对养桥

技术发展感受颇深。他说：“新时代的‘养

桥人’传承铆钉精神，科学养桥，让大桥继

续焕发青春。”

走进武汉长江大桥纪念馆，迎面就

看到一座象征铆钉精神的巨型雕塑，展

示的是几名建桥工人正在给大桥桥梁固

定铆钉。

“大桥钢梁架设时需要利用一项热铆

技术，将铆钉加热后由几名工人合力将钢

梁和钢板铆合起来。”纪念馆讲解员黄宸

子介绍，施工第二年，工人发现有铆钉不

能全部填满眼孔，存在最大 2 毫米的缝

隙。施工单位中铁大桥局当即决定，铲除

已经安装的一万多颗铆钉，重新施工。

这次经历给施工工人留下深刻的印

象。大桥建成通车后，一些建设工人留下

来，承担桥梁养护任务，成为第一代“养桥

人”，并将这种“铆钉精神”代代相传。

“‘养桥人’传承下来的‘铆钉精神’，

就是在工作中追求‘零差错’，让自己全身

心融入事业的奉献精神。”武汉铁路局相

关负责人王勇说，一代又一代“养桥人”把

自己紧紧铆在党和国家的事业上，让长江

首桥永不松动。

（新华社记者 惠小勇、徐海波、王自宸）

春运首日访长江首桥——

藏在铆钉里的精气神

开栏的话

“读懂中国，关键要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习主席向 2023年

“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致贺信时强调。

从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到粮食生产“二十连丰”；从国

货潮牌、国产新手机，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

样”；从假日旅游、电影市场，到“村超”“村晚”、低碳生活……宏

伟画卷徐徐铺展，圆梦道路愈走愈宽。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

代化这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更加气象万

千、前景光明。

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把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团结最广大

人民，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

务，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

自今日起，本版开设“读懂‘最大的政治’——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专栏，关注各地区各部门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出坚

实步伐，稳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见证中国号

巨轮平稳驶向更加辽阔的水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