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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春运是疫情防控转段后
第一个常态化春运。40天里，预计
90亿人次出行，将创历史新高。

客流高速增长，“人潮”带动
“人气”，汇成一幅流动中国的长卷。
新春之际，记者分赴各地进行采访，
从热热闹闹的春运中发掘“人面”新
故事。

■ 出行人潮涌动

西南地区，大年初三破晓时分，

天边泛起了鱼肚白。刚建成不久的宜
宾站，大红灯笼高挂，不少旅客拎着
行李和宜宾燃面、四川腊肉等年货向
进站口奔去……新春伊始，气温尚
低，却挡不住人们出行的热情。

去年底，成自宜高铁全线开通运
营，有“万里长江第一城”之称的四
川宜宾迎来了第二条高铁。

“今年春运我所在的成都铁路局
宜宾车务段预计发送旅客 128 万人
次，同比增长 10.5%。现在我们车
站也有直通北京的夜间动车，春节

期间越来越多旅客坐着动车去北
京。”宜宾站客运值班站长曹梦兰
说。

中原大地，处于河南“米”字形
高铁网关键节点的郑州东站，旅客熙
熙攘攘。

“今年春运出行需求大释放，高
峰期每 78秒就有一趟高铁从这里驶
出。”客运值班员张华说，今年春运
以来，郑州东站每天迎送旅客近 28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

（下转第三版）

从春运从春运新变化看中国经济新春新变化看中国经济新春““人面人面””
新华社记者

一眼望三地，两碑阅十年。
在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的两处交界处，在地

理上区分不同行政区划的两座石碑，成为京津冀地缘
相近、人缘相亲的历史坐标。

2014年2月，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
署、亲自推动下，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10年间，在“三界碑”下，相邻村庄、乡镇、开发
区发展振兴、共生共融，折射了时代的“大变迁”。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提出十周年之际，新
华社记者重访两座三界碑，回眸十年协同路。

■ 发展振兴之路

从乡政府开会回来，驱车行驶在“前龙路”上，
承德市陡子峪乡前干涧村村支书刘海燕一路感慨——
修路、吃水、致富，自己和乡亲们十多年前的三个心
愿，如今都一一实现了。在刘海燕看来，十年来经常
往返的这条路，是一条发展振兴之路。

新华社记者此次到访的京津冀两座三界碑，其中
一座位于北京平谷、天津蓟州、河北承德交界处，坐
落在长城烽火台旧址之上，山间风光秀丽，生态宜
人。然而，十年前，三地发展水平差异巨大，三界碑
下的承德市兴隆县陡子峪乡前干涧村曾是省级贫困
村。

“吃水困难、交通不便，从村里去乡政府甚至长
期需要绕行天津、北京。”刘海燕说，把路修通，尤
其是打通前干涧村到龙门村的6公里的路段，是村民
们最大的愿望。

“京津冀协同发展给我们带来了看得见的福利。”
刘海燕说，在三地共同支持下，这条路加速建设，并
于2014年底通车。“我们村因路而兴，村里吃水早已
不是问题，随着三界碑的旅游越来越热，不少村民办
起民宿，走上了致富路。”

另一座三界碑，位于北京通州、天津武清、河北
廊坊交界处，三界碑下的武清大王古庄镇利尚屯村，
一直在期待一条“走出去”的路。朝天椒是村里的特色农产品，但村民们
却很犯愁：路不好走、运不出去，采购商们更不愿进来。“再好的东西只
能烂在地里。”村民胡启田回忆说。

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幕拉开，村民们迎来了希望的曙光。不仅高王路等
进京新通道全线通车，平整的公路还修到了家门口，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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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智力 通讯员彭媛
媛 王宗辰） 近日，省政府正式批复，
同意在我市建设中国（河北）自由贸
易试验区雄安片区联动创新区。

据悉，河北自贸试验区经国务院
批复设立，涵盖雄安片区、正定片
区、曹妃甸片区、大兴机场片区，总
面积 119.97 平方公里。其战略定位
是：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可复制可
推广为基本要求，全面落实中央关于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高标准高质量
建设雄安新区要求，积极承接北京非
首都功能疏解和京津科技成果转化，
着力建设国际商贸物流重要枢纽、新
型工业化基地、全球创新高地和开放
发展先行区。

设立自贸试验区联动创新区，是
自贸试验区拓展改革创新空间、更大

范围释放制度创新红利的重要举措。
沧州联动创新区实施范围134.4平方公
里，涉及沧州临港经济开发区 76.8平
方公里、河间经济开发区22.27平方公
里、任丘经济开发区35.33平方公里。

联动创新区将发挥沧州区位、港
口、土地、交通、文化等比较优势，
结合有关开发区功能定位，与自贸试
验区雄安片区联动创新、协同发展，
推动投资贸易便利、产业深度融合、
要素有序流动、服务无缝对接，实现
与自贸试验区政策互动、功能互补、
优势叠加、联动发展和双向溢出。

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全面对接雄
安新区规划纲要，重点做好完善连接
京津、雄安的轨道交通网络，打造雄
安新区最便捷、最高效、最经济的出
海口，主动承接雄安外溢的高端高新

产业项目和科技成果转化孵化项目，
与雄安片区共同加强与京津自贸试验
区产业对接协作等工作。

推动贸易投资联动。积极推动雄
安综合保税区保税功能延伸，加强黄
骅港与雄安综合保税区联动发展，推
动跨区域海关互通互认，加强在产业
配套、土地出让、资金支持、人才引
进等招商政策的协调配套等工作。

推动产业发展联动。突出承接北
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突出聚集和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制度创新、科技
创新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高
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在做好支持
河间经济开发区申建国家跨境维修再
制造综合试验区，支持任丘经济开发
区打造规模化光伏发电示范应用基地
等工作的同时，探索产业数字化转型

新模式，构建“智慧港口”“智慧化
工”“智慧园区”，为雄安片区 5G、人
工智能、信创产业、空天信息产业提
供落地场景。

促进要素流动联动。立足京津冀
协同发展总体要求，争取自贸试验区
在土地、人才、技术、金融等相关政
策向联动创新区覆盖，逐步将高端人
才激励、人才绿卡、住房保障等相关
试点经验复制推广至联动创新区。同
时，支持联动创新区开展京津冀居住
证互通互认、建设国际数字贸易平台
等有益探索和实践。

实现政务服务联动。着力推进跨
区域通办改革等工作，探索跨区域数
据共享应用、业务标准互认、流程优
化再造，推动实现政务服务区域通
办、标准与检验检测结果互认和采信。

我市获批建我市获批建设河北自贸试验区雄安片区联动创新区设河北自贸试验区雄安片区联动创新区
涉及沧州临涉及沧州临港经济开发区港经济开发区、、河间经济开发区河间经济开发区、、任丘经济开发区任丘经济开发区

本报讯 （记者王汝汀 通讯员赵
鑫 张琳）日前，青县有满化妆用具有
限公司生产的 4500支化妆刷，经沧州
海关查验合格后，第一时间装车出
口。据统计，2023年青县出口化妆刷
货值合计2235万元，同比增长70%。

美妆界流传着一句话：“中国毛刷
千千万，河北青县占一半。”近几年，
随着直播带货的盛行，国产美妆产业
也迎来了广阔的发展前景。青县利用
美妆产业优势，紧抓国货浪潮，成功
抢占潮头，被评为“中国化妆刷之

乡”，并孕育出多个知名国货品牌。巩
固国内市场的同时，化妆刷企业也开
始瞄准国际市场，在出口领域尝试开
辟更大空间，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为助力化妆刷开拓海外市场，海
关部门加强政策研究，结合企业需求

精准开展政策宣讲，指导其通过中国
（河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享受货
物申报优惠政策，并与企业建立“点
对点”联系，提前了解出口计划，实
行 24小时预约查检，保障货物及时通
关。

一年出一年出口货值口货值20002000余万元余万元

青县化青县化妆刷刷新国际市场妆刷刷新国际市场““高颜值高颜值””

春节期间，大运河（沧州）首届新春灯会在沧州园博园内正式拉开帷幕。灯会以园博园主题展园和沧州坊为依托，设置“龙耀沧州”“运河古郡”
“童心飞扬”“开年大集”四大主题共37组灯组，并设有猜灯谜、捏糖人、打陀螺、打铁花等体验活动，同时展示沧州武术、杂技、中医药、剪纸等文
化遗产，提升游客体验度，点亮城市“夜经济”，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注入新动能。图为市民在沧州园博园新春灯会上游玩。 苑立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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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期间，走进吴桥杂技大世界景
区，精彩的非遗绝技轮番上演，游客们欢
呼声连连、热闹非凡。“节目惊险刺激，看
的时候都不敢呼吸，看到演员表演成功，
感觉就像自己成功了一样，这次真来着
了。”来自北京市的游客李妍说。

吴桥杂技大世界演员冯凌霞说：“新
的一年，我们在节目中增加了新元素，也
排练了新节目，为游客带去新的视觉体
验，送上我们的新春祝福。”

在吴桥杂技大世界景区，游客既能一
站式体验鬼手居三仙归洞等传统技艺，感
受杂技文化，又能打卡绚丽的“双龙贺
岁”主题灯组、“龙行龘龘”空中飞龙秀
等节庆趣味活动。

吴桥杂技大世界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牟双
介绍，为丰富春节文化市场，吴桥杂技大世界
为游客准备了“新春非遗庙会”“江湖之夜”
等特色活动，以及看花灯、杂技、打铁花等各
种文艺节目。从大年初一到正月十五，非遗庙
会，杂技表演、非遗美食、踩高跷等活动，
让游客红红火火过大年，热热闹闹赏民俗。

吴桥是驰名中外的“杂技之乡”。近
年来，当地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放
在重要位置，高度重视杂技的保护、传
承、发展，不断丰富旅游业态，繁荣发展
杂技事业。节日期间，当地推出“龙腾虎
跃闯闹不夜江湖 欢天喜地乐游全新吴
桥”特色民俗旅游活动，把非遗技艺和传
统节日民俗相结合，排练《江湖秀》新春
版、江湖鼓韵迎新春等精彩节目，推出

“召唤”神龙、诗词接龙等沉浸式体验活
动，丰富旅游市场；非遗传承人巧手贺新年
活动，以生肖龙为元素，推出多款龙年主题
非遗作品，设计精美的龙年花馍、寓意吉祥
的龙年剪纸、满载祝福的龙头帽……各种

“龙”元素作品，充分展现出龙文化的深刻
内涵和异彩纷呈的非遗技艺，通过各种国风
元素诠释出最新、最潮的年味儿。

吴桥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
洪菲菲介绍，下一步，他们将推出更多龙
年主题非遗活动，把非遗融入日常生活，
让古老的传统文化呈现出新面貌，留住美
好的年味儿。

“前几天领了土地流转分红，今年过年
多买了点年货，欢欢喜喜过大年。”日前，
刚从大集上满载而归的渤海新区黄骅市羊三
木回族乡羊四村村民王秀香笑呵呵地告诉记
者。

王秀香家共五口人，按照每人 1000元的土
地流转分红标准，今年全家一共领到了5000元
分红款。“把土地流转出去，就有时间去务工，
又挣到一份收入，‘钱袋子’越来越鼓，我们的
生活也越来越甜。”王秀香的幸福之情溢于言
表。

近两年来，羊四村村“两委”坚持将发展
壮大集体经济作为强村富民的重要抓手，持续
在积蓄增长后劲、规范运行管理、探索效益发
挥上下功夫，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土地+农

户”模式，将村里 1000多亩耕地进行统一流
转、统一经营、统一管理，土地流转费按人头
进行分红，村民变为股民，让看得见的集体收
益变成了村民摸得着的股份红利，形成了粮食
生产安全无虞、集体经济增收有道、村民收入
稳定增长的良好局面。

在羊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万俊男
那里，有这样一份“账本”：引进肉鸡养殖孵化
基地项目，每年为村集体新增收入65万元；改
造盐碱地 500 多亩、实施鱼塘改造等产业项
目，每年增收 20余万元；加强“党支部+合作
社”产业发展模式，以水利设施入股合作社，
实现集体增收3万元……

这个“账本”，不仅仅是一张账目收入清
单，更是一份让村民收获满满的“幸福账单”。

目前，羊四村年集体收入已经达到了 110 万
元。几天前，村里拿出近百万元，为每位村民
发放了1000元分红款以及食用油、大米等春节
福利。

“看着村民分到这么多钱，他们高兴，我
们更高兴。这不仅提高了村‘两委’服务群
众的能力，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群众的
认同感，也大大提升了村民参与村集体经济
发展的信心。”万俊男告诉记者，分红不是终
点，而是奋斗的起点。今后，他们将继续在
壮大村集体经济上下功夫，通过党组织领办
合作社，以产业为依托，为村里引进更多更
好的项目，持续增加村集体收入，拓宽群众
增收渠道，真正走出一条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的发展道路。

村民变股民村民变股民，，过年领分红过年领分红，，渤海新区黄骅市羊四村渤海新区黄骅市羊四村————

土地流转厚了土地流转厚了““家底家底””富了村民富了村民
本报记者 郭 彬

剪窗花、读书会、写福字、包水
饺……近日，孟村回族自治县图书馆以

“图书馆里过大年”为主题，开展多项主
题活动，进一步活跃和丰富群众节日文化
生活，让群众感受浓浓年味儿。

活动现场，不仅有国学老师为群众讲
解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共同诵读国学经
典，还有书法家们边写边教，饱蘸浓墨、
提笔挥毫，一个个福字、一副副春联充满
喜庆、吉祥，寄托着群众对新年的憧憬和
向往。此外，大家还一起动手，包起了水
饺，鲜香的水饺化身浓浓的“年味儿”洋
溢全场。

“今年的‘图书馆里过大年’，不仅能
让孩子现场零距离感受春节的喜庆氛围，
还能学到很多传统文化知识，交到更多的
朋友，比他自己在家看电视、玩手机有意
义多了。”于清华带着孩子来参加活动，
一上午就写了好几张福字，准备带回去贴
在门上，留作纪念。

近年来，孟村回族自治县充分发挥图
书馆文化阵地作用，以喜闻乐见的方式为
广大群众提供“视”“听”“阅”的阅读体
验，丰富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春节
期间，孟村还将陆续开展书香阅读进乡
村、闹元宵猜灯谜、元宵节线上诵读展演
等一系列活动，一直持续到3月，为群众
送上书香氤氲、年味儿十足的文化大餐。

“接下来，我们会积极开展一系列内
容丰富、精彩纷呈的全民阅读活动和传统
文化讲座，激发群众文化热情，提高群众
文化素养，进一步推动全县文化事业发
展，满足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孟
村回族自治县图书馆馆长王玉兴说。

吴桥非遗吴桥非遗贺新春贺新春
本报记者 袁洪丽 本报通讯员 李坤霖

阅读迎新春阅读迎新春 书书香过大年香过大年
本报记者 闫晓楠 本报通讯员 刘冠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