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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家的儿子又在部队立功了！”

新春时节，山东省高密市的一条街道

锣鼓喧天、人头攒动。记者跟随海军

某部和地方有关部门联合组成的“报

喜 小 分 队 ”，来 到 该 部 干 部 杜 越 家

中。小分队除了给杜越家送来立功

喜报，还当场宣布将他的事迹载入地

方志。

“杜越同志，因你在部队服役期间

表现优异，被中央军委表彰，根据有关

规定，现将你的先进事迹收录到《高密

史志》名人风采录中，特此证明。”地方

有关部门领导将“入志证明”宣读完毕

后，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说起杜越，大家纷纷竖起大拇指，

争相讲起他的事迹。原来，现任某部

连长的杜越，凭借过硬的军事素质，此

前已经 3 次荣立个人二等功，不仅是

很多官兵学习的榜样，还成为家乡响

当当的“明星”。

去年，杜越因在国际狙击手射击

竞赛场上取得佳绩，第 4 次荣立个人

二等功，并于今年 1 月被中央军委表

彰为全军军事训练先进个人。《关于

加强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

对象优待工作的意见》规定，将服现

役期间荣获个人二等功以上奖励的

现 役 军 人 、退 役 军 人 名 录 载 入 地 方

志 。 据 此 ，海 军 某 部 组 织 官 兵 赴 山

东 ，协 调 当 地 有 关 部 门 落 实 政 策 规

定，为杜越家庭现地颁授荣誉证书和

军功章。

“军人在部队建功立业、保家卫

国，他们的先进事迹，也是家乡人民的

荣耀。”高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告

诉记者，他们通过多种举措营造尊崇

军人浓厚氛围，让广大市民认识功臣、

学习功臣，进一步增强军人军属荣誉

感、幸福感。

“这次军地领导给家里送来立功

喜报，还将我的事迹写入地方志，我

深受鼓舞、倍感荣耀。这既是对我过

去努力的肯定，更是对我今后工作的

鞭策。”杜越坚定地说，他会珍惜荣誉

加倍苦练，继续为部队添彩、为家乡

争光。

立功喜报送到功臣家中
■本报记者 李 倩 通讯员 黄博晟

九曲黄河万里沙。作为治理黄河

的关键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如

明珠般镶嵌在崇山峻岭间，雄伟壮观。

新春时节，记者来到这里，参加武

警洛阳支队某中队组织的“云守小浪

底”活动。

“一天守大坝，一生大坝情。许多

退伍老兵对大坝有着难以割舍的情

感，希望能够重返哨位，再守一次大

坝。”该中队干部李金晓说，为了满足

大家的愿望，中队组织开展“云守小浪

底”活动，邀请退伍老兵与中队官兵视

频连线，一起“走”上岗楼哨所，远程守

卫小浪底大坝。

当晚 8 点，数十名参加活动的退

伍老兵“云端”集合完毕，他们中有的

身着旧军装，有的胸戴军功章。

“出发！”李金晓一声令下，带领大

家踏上巡逻路。他边走边向记者介

绍，10 多年来，中队官兵一茬接一茬

守卫在这里，确保大坝绝对安全。如

今的小浪底已成为当地的一张名片，

慕名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

记者跟随巡逻执勤分队来到小浪

底南坝头的二号哨，看到镌刻着“忠

诚”二字的石碑，静静矗立在岗楼旁，

犹如一名守卫大坝的忠诚卫士。

“二号哨已经发生可喜变化，证件

智能管控、岗楼冬暖夏凉……”听着班

长刘轩的介绍，退伍老兵、曾担任二号

哨执勤点班长的栗盟十分感慨。他

说：“再次‘走’上哨位，从前在大坝上

执勤的难忘岁月仿佛就在眼前。这些

年哨位的点滴变化，是国家飞速发展

的缩影。”

随着巡逻执勤分队走到已撤销的

一处哨位附近，屏幕前的退伍老兵们

心情有些激动。

“这里曾是中队官兵争着上岗执

勤的‘龙宫哨位’。它位于地下 90米的

小浪底‘心脏’部位，上哨要走 352级台

阶，坡度接近 60 度。虽然上下十分困

难，条件艰苦，但官兵们当时都争着要

到这个哨位执勤。”李金晓动情地说。

“我们守卫小浪底，我们巡逻黄河

畔，我们是守坝卫士……”巡逻结束

后，官兵唱起队歌，表达“愿作坝基护

安澜”的坚定决心。

巡逻执勤守护黄河安澜
■本报记者 安普忠 通讯员 付小臣

既欣赏“行到水穷处”的无限风光，

又享受“坐看云起时”的精神休闲。旅

游，因人而生，集聚“人气”。

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创历史新高

的 4.74 亿出游人次让大好河山尽显动

感。回顾过去一年，“人气”不仅将淄

博、哈尔滨等城市送上热搜，也将旅游

市场推上恢复发展的快车道，成为我国

经济回升向好的重要体现。

文化和旅游部最新数据显示，2023

年，国内出游人次 48.91 亿，比上年增

加 23.61亿，同比增长 93.3%。国内游客

出游总花费 4.91 万亿元，比上年增加

2.87万亿元，同比增长 140.3%。

“人气”中有无限机遇。新年伊始，

各地的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纷纷对文

旅产业寄予厚望：广西提出加快恢复发

展入境旅游，吉林规划实施旅游万亿级

产业攻坚行动，浙江力争打造千万级核

心大景区 30个，云南要推出 200个以上

高水平文化旅游体育招商项目……

产业已布局，“人气”从何来？

古 都 西 安 ，大 唐 不 夜 城 人 流 不

息 —— 这 个 2005 年启动的项目，在近

年来的国潮热中脱颖而出，游客纷纷到

这个现代商业街区追寻国风古韵；

湖南长沙，阴雨天气挡不住人们

City Walk——百年老街潮宗街新近被

评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麻石路上

“网红”店林立，过去与未来在此交汇；

羊城广州，购物中心正佳广场办起

新春“大唐千灯会”——这个拥有极地海

洋世界、博物馆等项目的文商旅综合体，

已经成为市民和游客共享的打卡点……

调研中，记者深刻感受到，“人气”

是旅游业兴旺的外在表现，而旅游业涉

及面广、带动力强、开放度高的内核才

是其发展壮大的基石。

从涉及面上看，旅游包罗万象。时

下热门的“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循着博

物馆去打卡”等产品，便是“旅游+演艺”

“旅游+研学”的产物。随着人民群众旅

游消费需求从低层次向高品质和多样化

转变，不断创新“玩法”已是行业共识。

从带动力上看，“一业兴、百业旺”可

谓旅游业的真实写照。游客一声“来都

来了”，发出的是培育新消费增长点的先

声。以目的地为龙头，一路上交通、餐

饮、住宿、购物等顺势拉出一条产业链，

生动诠释了经济学中的“乘数效应”。

从开放度上看，我国旅游业还有很

大的发展空间。因新冠疫情而受影响

的人才链、供应链尚未得到完全修复，

旅游业与其他产业跨界融合、协同发展

的成果还没有完全显现，游客的需求也

没有得到充分了解和释放。解决这些

问题，不仅是旅游业的任务，也是增强

市场信心的重点。

一些例子正在不断给出回答：凭借

“村超”“村BA”，贵州与游客“双向奔赴”，

2023年接待旅游人次、旅游总收入均居

各省份第一；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产

业业态创新赋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2021 年至今街区新增企业经济贡献超

1.3亿元；国家图书馆内，国风科幻沉浸

式戏剧《永乐长思》搭建文旅新场景，《永

乐大典》在光影中“活”起来……

一位受访专家认为，旅游业的旧格

局正在消解，新秩序开始构建。

在记者看来，进入大众旅游新阶段，

新旧转换的战略机遇稍纵即逝。造概

念、“抄作业”只能满足短期市场需求，旅

游业的长期高质量发展，需要靠调研游

客真正需求的专心、静待市场培育壮大

的耐心和懂得旅游热爱旅游的真心。用

心了，人就懂了，“人气”就来了。

（新华社北京 2 月 22 日电 记 者

徐壮）

透过“人气”看旅游

龙年开工首周，记者在多地采访看

到，企业加快开工复产、劳动者积极返岗

求职，呈现出人勤春来早、供需同发力的

繁忙景象。

“用工忙”折射开局稳，释放出经济

运行回稳向好的信心。从跨省招工、专

车专列接人返岗，到密集招聘、发布稳企

拓岗新政策……各地抢抓劳动者流动及

企业复工关键期，全力保用工、稳就业，

努力跑好龙年稳经济第一棒。

企业用工稳步回升，
务工人员返岗提早

一条条机械臂上下挥舞快速运转，

一块块液晶屏实时跳动生产运行数据，

一名名现场工程师有条不紊地进行数字

化操作……龙年一开工，位于广东东莞

的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线就非

常忙碌。

“我们有约 5000 名员工，初八开工

当天返岗率已接近 90%，到初九这个比

例已超过九成。”公司董事长邓春华告诉

记者，往年一般要到正月十五才能达到

这个水平，今年员工提早返岗比较明显。

记者了解到，在珠三角地区，一批企

业年后开工迅速进入生产状态，用工需

求旺盛。政府相关部门抢先一步开展东

西部劳务协作，带动企业、商会等加大组

织对接力度，确保企业稳定生产，经济发

展实现“开门稳”。

“我们对全市 3070 家定点监测企业

调研显示，春节后需用工 16.31 万人。”东

莞市人社局局长陈智武介绍，“大年初

五 ，我 们 就 带 着 10 余 家 重 点 企 业 、超

4000 个岗位前往贵州铜仁、黔南开展异

地招聘和劳务对接。”

据调研监测，广东全省约七成企业表

示用工规模将持平或略有增加。广东省

人社厅副厅长谢忠保介绍，截至 2 月 20

日，外省籍务工人员入粤返岗已超过 1330

万人，约占节前返乡总量的 71.5%，主要为

返回原岗位就业人员。预计元宵节前后

将实现九成左右务工人员入粤返岗。

在长三角地区，劳动力市场也随着

企业生产经营转好提早复苏。

苏州市人社局副局长谭国明介绍，2

月 20 日的调查显示，千人以上企业返岗

率 超 过 92.6% ，服 务 业 返 岗 率 高 达

98.7%。

“劳动者盼着早返岗、早增收,节后

外出务工步伐加快，大年初二就开始陆

续返城。”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

来说。

运东来分析，一方面是假期消费市

场加快恢复，文化旅游持续火热，人流、

物流活跃度明显增强；另一方面是部分

工厂忙生产，重点工程项目赶进度，带来

劳动力市场供需两旺。

务工专列集中开行，
用人需求发生新变化

2 月 18 日下午，随着 D1859 次列车

缓缓驶入广州南站，包括石品芳在内的

640 名贵州黔南州务工人员，开启了新

一年的奋斗历程。

50岁的石品芳在广州白云区当厨师

并在一家环卫公司兼职，每月能挣 6000

元左右。“我春节后要回去上班，开始买

不到票着急了好几天，村干部帮我联系

到这趟免费务工专列，我非常感谢。”

贵州省人社厅副厅长肖震介绍，2

月中旬至 3 月初，将持续与东部用工省

份密切合作，全省计划安排免费返岗专

车（列）141 趟，向外输送 3.5 万名务工人

员，帮助他们便捷返岗。

同为劳务输出大省的云南，连日来

也在加大“点对点”输出力度。2 月 21

日，地处乌蒙山区的云南昭通，3750 名

劳动者集中坐上免费返岗务工大巴，前

往上海、浙江等地务工。

截至目前，昭通市假期返乡务工人

员已返岗 39.8 万人，其中通过包机、专

列、专车等方式集中输出近 6 万人。

人社部数据显示，截至 2 月 17 日，各

地发出务工人员专车、专列、包机 3000

辆（列、架）次，输送劳动者 10 万人。

在甘肃定西开往青岛的 G2096 次列

车上，在外务工已 20 多年的王齐伍告诉

记者，要想过上更好的日子，不仅要靠双

手，还需要不断学习新技能。

在青岛务工的第一年，王齐伍通过

公司组织的培训学会了焊接，随后从事

焊 接 辅 助 ，每 月 工 资 涨 到 了 5000 元 至

7000 元。“如果有焊工证，月收入能过 1

万元。”王齐伍说，考下焊工证，是自己今

年的努力目标。

记者在采访中感受到，劳动者对岗

位、薪酬的期待值越来越高。同时，带着

“一技之长”奔赴远方的务工人员比例也

越来越大。

“1 个高技能人才至少有 2 个岗位在

等着。”广东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局长夏义

兵说，2024 年广东省企业招聘计划中，

技工需求占比较去年提升 13.9%。“我们

把外省在粤务工人员统一纳入技能提升

计划，帮助他们提技能、增收入。”

招聘活动密集举办，
推出高校毕业生专场

春节后既是企业开工复产关键期，

也是劳动者换岗流动高峰期。

记者观察到，开年以来，九部门联合

部署的 2024 年“春风行动”全面铺开，首

场线下招聘活动大年初二即举办。各地

直播招、零工招、机构招同步发力，想方

设法促进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精准匹配、

更快更好就业。

2 月 20 日，四川仁寿县举办 2024 年

“春风行动”启动仪式暨返乡务工人员专

场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70 余家企业

带来 5000多个岗位，吸引了大批求职者。

“才几个小时，咨询我们公司的求职

者已达到 200 余人，面试登记人员已有

40 余名。”企业招聘人员刘宇忙个不停。

随着县域经济快速发展，本地企业

用工需求激增。想办法留住更多人才，

成为今年节后招聘的一大特点。

河南汤阴县专门建立“就业超市”，

每月 10 日在 10 个乡镇同时开展招聘会；

同时在各乡镇、中心村建立 100 个基层

公共就业服务站点，采取上门入户、“村

村通”大喇叭广播等形式收集用工需求，

推介用工岗位。

江西上栗县出台 16 条优惠政策，引

导返乡人员留下发展；接下来还将在各

乡镇举办 25 场各类招聘会，为求职者和

用人单位提供高效服务。

据人社部数据，截至 2 月 17 日，全国

已累计举办各类招聘活动 1.8 万场，发布

岗位 1000 万个。

1 月下旬到 4 月上旬，广东省计划组

织线上线下招聘活动 2000 场以上，累计

提供超 100 万个就业岗位；山东青岛计

划举办 200 余场就业服务活动，发布超

12 万个岗位……节后招聘即将进入高

峰期。

记者注意到，与往年节后集中聚焦

农村劳动力不同，今年各地依托“春风行

动”热潮，将高校毕业生作为服务重点，

广泛募集适合大学生的优质岗位，多方

式、多层次开展专场招聘活动。

开年以来，已有江苏昆山、福建福

州、海南海口等多地举办高校毕业生专

场招聘会，几乎场场人气爆棚，一些国有

企业、重点企业展台前排起长队。

据了解，自 2 月 24 日起，江苏镇江、

江西南昌、河南郑州等多地还将陆续举

办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为广大青年提供

更多就业和实习岗位。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22日电 记者

姜琳、黄浩苑、李凡、余俊杰）

“用工忙”释放经济运行回稳向好信号
—全国各地全力保用工稳就业

据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吉宁、

张章）京津冀协同发展十年，交上一份优

异的成绩单。京津冀三地经济总量连跨

5个万亿元台阶，2023年三地经济总量达

到 10.4 万亿元，是 2013 年的 1.9 倍，区域

整体实力持续提升，高质量发展蹄疾步

稳。这是记者 22 日从京津冀协同发展

十年成效新闻发布会了解的信息。

北京市协同办副主任、京津冀联合

办常务副主任刘伯正表示，十年来，北京

牢牢牵住疏解非首都功能“牛鼻子”，深

入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退出

一般制造业企业超 3000 家，疏解升级区

域性专业市场和物流中心近 1000 个，利

用拆违腾退空间实施绿化超 9200 公顷，

城乡建设用地减量 130 平方公里。北京

科技、商务、文化、信息等高精尖产业新

设经营主体占比由 2013 年的 40.7%上升

至 2023 年的 66.1%。

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是京津冀区域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记者了解到，北

京流向津冀技术合同成交额由 2013年的

71.2 亿元增长至 2023 年的 748.7 亿元，年

均增长率 26.5%。中关村企业在津冀两

地设立分支机构超 1 万家。北京企业对

津冀两地企业投资 4.9万次，投资总额 2.3

万亿元，“北京研发、津冀制造”模式加速

形成，确定“六链五群”产业协同新格局，

绘制生物医药等 6条重点产业链图谱。

京津冀经济总量10年
连跨 5个万亿元台阶

截至 2月 16日 24 时，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六座梯级电站累计发电量突

破 3.5万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超 10亿吨，减排二氧化碳超 28亿吨，为我

国经济社会绿色发展提供强劲动能。

据介绍，自 2023年 12月以来，应对多轮寒潮，由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

家坝、三峡和葛洲坝六座梯级电站组成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顶峰保供，梯

级电站单日发电量和调峰能力均创下了历史同期的新高。

图为 2月 20日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拍摄的三峡大坝和外送输电线路（无

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发电量突破3.5万亿千瓦时

深圳平湖南综合物流枢纽项目在传统铁路货站上建造智慧物流园，打造“公铁海”多式联运中心，是全国首批 23个国家

物流枢纽之一。图为 2月 22日拍摄的该项目紧邻中欧班列铁路货场（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