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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喜中国年 暖暖团圆路
—随几名现役官兵与退役军人踏上春运返乡路

1 月 11 日 上 午 ，在 广 东 省 广 州 南

站，我和 200 多名广西籍退役军人及家

属在身穿“八桂军号”红马甲的工作人

员引导下，大步迈进这座繁忙的高铁枢

纽站。

在候车区，战友们个个脸上洋溢着

笑容，相互道着新年的祝福。今天，我

们将免费搭乘 D2364 次列车，踏上回家

之路。这是广西退役军人事务厅、广西

政府驻广州办事处、中国铁路南宁局集

团有限公司共同为广西籍在粤退役军

人开设的“温暖回家路”春节返乡专列。

年年回乡路，今年大不同。广西军

地为退役军人开设免费动车，我们还可

以 携 带 亲 属 一 起 享 受 这 项 春 节“ 福

利”。这个消息一传出，“粤港澳大湾区

老兵群”里就炸开了锅。

退役返乡后，我同许多广西籍战友

一样，离家远赴广东创业。前些年，因为

抢不到车票，也为节省路费，许多战友都

加入了春节返乡的“摩托大军”，连续多

年在桂粤两省的寒风中疾驰。“一辆摩托

车，两箱行李，一件雨衣，半身泥泞”，这

是当年返乡“摩托大军”的“标配”。

2021 年 8 月，广西退役军人事务厅

和广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组成联合调

研组，来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广西籍在粤

退役军人中考察调研。我有幸作为代

表参加了座谈会。

座 谈 会 上 ，带 队 考 察 的 广 西 退 役

军人事务厅领导说的一句话让我记忆

犹新：“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

富，值得倍加关心、倍加爱护。广西退

役军人在哪里，我们的服务触角就延

伸到哪里。”

同年 12 月，由广西政府驻广州办

事处、广西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设立的

广西在粤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中心

在大湾区挂牌成立。这让我们在大湾

区就业创业的广西籍退役军人感受到

“家”的温暖。

今年春节登上返乡专列，我感到十

分自豪。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在进出站

口设置多个志愿者服务站点，帮我们提

行李、撑雨伞，还为大家准备了“政策礼

包”，详细解读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优抚

优待等方面的政策法规。到站后，广西

阴雨绵绵，怕大家受寒，工作人员专门

煮了暖身暖胃又暖心的姜糖水，大家的

尊崇感、获得感、幸福感满满。

回想当年在战场上，身边好多战友

都牺牲了，他们再也没有回来。这些年

来，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给予退役军

人许多关爱，汇成一股股暖流，让退役

军人这一群体生活得有质量、有尊严，

我们服务社会更有动力，干事创业更有

信心！

（本 报 特 约 记 者 刘德安采 访 整

理）

□相关链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数据

显示，2022年前 11个月，全国城镇新增

就业达到 1145万人，完成 1100万人的

全年目标任务。

深入实施百日千万网络招聘专项

行动，深化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服务

攻坚行动，促进高校毕业生多渠道就

业；出台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的

实施意见，大力实施以工代赈，稳定农

民工外出务工规模；开展就业援助“暖

心活动”，集中为就业困难人员送岗位、

送服务、送政策、送温暖，帮助困难群体

尽早就业……随着稳经济一揽子政策

措施落地，各地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就业局势回稳。

带着辛勤劳动的收获、拎着鼓鼓囊

囊的行李登上返乡的列车，是对一年离

家打拼的最好慰藉。面向人数众多的

外出务工群体，多地开设爱心专列，铺

就温暖归家路。在广东省深圳市，当地

推出外来务工团体春运订票服务，通过

线上办理、需求统筹提报等方式开辟

“绿色通道”。在陕西省西安市，当地为

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开设返乡

爱心专列，务工人员提前向西安市总工

会领取车票，即可免费乘车。在江苏省

苏州市，苏州站工作人员走访当地企

业，掌握务工团体流量和流向，定制个

性化包车方案。

“务工专列”畅通返乡路
■广西平南县退役军人 龙海波

图①：在新成昆铁路首发列车上，彝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摄

图②：经过生态修复，曾经的矿山矿坑变为远近闻名的紫山风景区。

袁海芳摄

图③：在返乡专列上，退役军人和家属领到新春礼包。

本报特约记者 刘德安摄

今年春节的返乡探亲路，和以往相

比有很大变化。受益于新成昆铁路全

线通车，我坐上了向往已久的“绿巨人”

复兴号动车组列车。

由于工作原因，我与家人常年两地

分居，妻子和孩子住在大凉山脚下的四

川省西昌市。2015 年我和妻子相识后，

每年都要去西昌几次，亲身经历了大凉

山腹地的交通基础设施升级。

新 成 昆 铁 路 开 通 前 ，前 往 西 昌 虽

然有大巴、飞机、火车等多种选择，但

不 是 成 本 高 就 是 时 间 长 ，很 不 方 便 。

沿着老成昆铁路，绿皮火车需要行驶

10 余个小时。2019 年我准备和妻子结

婚，乘坐大巴前往西昌。行至半路，前

方突发泥石流，山石滚落将高架桥砸

断。时间紧迫，我只能中途下车，选择

租车走另一条路绕过事故发生地，最

终 沿 着 周 边 六 七 个 县 兜 了 一 个 大 圈

子。这么多年过去，亲人朋友提起返

乡 路 ，都 不 禁 用 一 句 四 川 方 言 感 慨 ：

“真是恼火！”

得知西昌即将开通高铁的消息，我

们一家都望眼欲穿。此前，由于交通不

便，家里很多事情我都无法顾及。去年

12 月底，新成昆铁路开通没几天，孩子

突发疾病。我向单位请假，下午下班后

出发，晚上就到家了。这在以前是想都

不敢想的。

坐在宽敞整洁的车厢里，我听见周

围许多乘客不停感慨：“现在高铁通了，

交通更方便，大凉山会越来越好！”虽然

我不是土生土长的西昌人，但妻子和孩

子都生活在西昌，这么多年来，我对西

昌和大凉山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看到

西昌迎来越来越多游客，当地的土特产

卖到全国各地，我也很高兴。

“复兴号”风驰电掣，窗外的风景被

快速抛在身后。不远处近乎平行的老

成昆铁路，在高山峡谷间时隐时现。我

不禁回想起老成昆铁路的建造故事。

在这片曾被外国专家断言为“铁路

禁区”的横断山脉，50 多年前，30 多万

筑路大军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

大无畏革命精神，逢山凿路、遇水架桥，

平均每一千米铁轨就有两三名建设者

牺牲。经过 12 年的艰苦奋战，成昆铁

路建成，创造了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奇

迹。如果说，老成昆铁路是用烈士们的

牺牲铸就的“奇迹”，那么，新成昆铁路

就是在新时代续写传奇。

走出新落成的高铁站，建昌古城、

冕宁彝海、邛海湿地……一大批旅游胜

地打出巨幅广告牌，热情迎接来自全国

各地的游客和返乡的游子。感谢前辈

英烈的付出，感谢祖国的富强与繁荣。

作为一名新时代革命军人，传承和发扬

“成昆精神”，守护人民群众的幸福生

活，我们使命在肩。

（代 翔、本报记者 杨明月采访

整理）

□相关链接

今年春运，一大批新线、新站投入

运营，人们回家的选择更多了。

京唐、京滨城际铁路开通运营，“轨

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连接江西兴

国与福建泉州的兴泉铁路，串联起 14

个革命老区县，赣南和闽西革命老区经

济社会发展步入“快车道”；浙江湖州至

桐庐高铁贯通，迎接杭州亚运会、亚残

运会开幕；连接新疆和田与若羌的和若

铁路，与现有格库铁路、南疆铁路共同

构成塔克拉玛干沙漠铁路环线，世界首

条 环 沙 漠 铁 路 补 齐“ 最 后 一 块 拼

图”……一条条铁路“大动脉”为经济发

展添砖加瓦，为人民生活保驾护航。据

统计，2022 年全国铁路投产新线 4100

公里，其中高速铁路 2082公里。

“复兴号”飞驰的同时，普速旅客

列车也将保持必要开行规模。在老成

昆铁路，公益性慢火车最低 2 元、几十

年没涨价的车票，为群众运送猪羊专

门开辟的动物车厢，间隔 10 余公里的

车站，极大方便了大凉山群众的生产

生活。今年春运期间，成昆铁路慢火

车改造升级，打造健康驿站、流动集

市、学习阅读等 6 大主题多功能车厢，

满足当地群众出行、赶集、上学等多元

需求。

“复兴号”开进大凉山
■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连长 闵海波

走下春运的列车，随着拥挤的人群，

时隔一年，我再次回到家乡河北省邯郸

市。距离高铁站不远，就是景色优美的

市植物园。和去年相比，我发现园里多

了常青的松柏和笔直的竹子，即使在冬

天也点缀着或浓或淡的绿色。

以前，说起邯郸的冬天，我想到的第

一个词是“朦胧”。父亲很喜欢户外锻

炼，可每到雾霾天气，他就开始犯咽炎。

别 说 出 门 慢 跑 ，就 连 下 楼 买 菜 都 很 难

受。大家不得不躲在家里，紧闭门窗。

近几年，随着生态环境治理的深入

推进，高耗能的炼钢炉被拆除，高污染

企业统一规划搬迁，越来越多的植被染

绿荒山。邯郸的冬天渐渐揭开那层隐

隐的“雾纱”，父亲的咽炎有所减轻。这

次休假回家，父亲高兴地让我陪他一起

晨跑。看到他身体硬朗，我心里也乐开

了花。

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大家休闲娱乐

的去处也多了起来。听说西部城郊的紫

山新增了许多游玩景点，父亲提议全家

人周末去爬山。当年考上军校离家之

时 ，紫 山 还 是 一 片 坑 洼 破 碎 的 废 弃 矿

区。从山脚经过，能清晰看到山上一块

块斑驳的矿坑。周边一些房屋还因采

矿，塌陷开裂成了危房，紫山附近成为大

家避犹不及的“污染带”。

今年再次来到紫山，眼前的景色令

人心旷神怡。新修的石板路蜿蜒至山林

深处，苍松翠柏挺拔生长，在蓝天下把紫

山装点得生机盎然，络绎不绝的游客登

上山顶，伴着鸟鸣俯瞰湖光山色。

中午，我们找了一家农家乐歇脚吃

饭，主人就是附近的村民。虽是寒冬，

屋里屋外坐满了和我们一样前来登山

的游客，他步履匆匆忙得不亦乐乎。我

打趣说他应该多招几名服务员，他乐呵

呵地回答道，今年正计划着扩大农家乐

的规模。

他对我们说，曾经全村人守着这座

“土山”苦恼不已。后来，经过引水上山、

绿化改造、区域整治等矿山修复工程，如

今的紫山成为三季有花、四季常青的“城

市后花园”，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在

政府的扶持下，许多村民把农家乐开到

紫云湖旁，依靠旅游服务、绿色观光增加

收入。废弃矿山成为增收致富的“绿色

银行”。

如今，蓝天白云和绿水青山成了朋

友圈的“常客”，清新的空气和优美的风

景不仅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幸福感，更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发展绿色

产业过上好日子。我对家乡的未来满怀

希冀。

（本报特约通讯员 牛伟萌、通讯

员 陈鸿斌采访整理）

□相关链接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精准治

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打好

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日前，生态环

境部通报 2022年 11 月全国环境空气质

量状况。数据显示，全国339个地级及以

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91.9%，同比上升 3.8个百分点。其中，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平均优良天

数比例为68.3%，同比上升1个百分点。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

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22 年岁

末，《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正式发布，

遴选出 49个国家公园候选区，到 2035年

我国将基本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

体系。2023 年伊始，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水

土保持工作的意见》，明确到 2025 年全

国水土保持率达到 73%，到 2035 年系统

完备、协同高效的水土保持体制机制全

面形成。

新年新气象，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画卷，正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废弃矿山变身“后花园”
■陆军第 73 集团军某旅 1 营 3 连副连长 杨亚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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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癸卯兔年春节即将到来，

各地火车站、客运站、机场人头攒

动，人们满怀期待地踏上回家的旅

程。透过升腾的春运烟火气，我们

看到生产生活正在加快恢复，触摸

到经济复苏脉搏的跳动。

“春运”，这个 1980 年出现的专

有名词，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诞

生。正因如此，春运成为观察中国

经济的一扇窗口，个人归家路的变

迁折射出社会发展的成就。

在这场数以亿计的跨地域大迁

徙中，人的流动带动交通、物流、消

费市场的活力不断迸发。置身于返

乡的滚滚人潮，登上开往春天的列

车，我们能真正体会到国家发展的

强大韧性与活力，读懂不断冲破艰

难险阻书写奇迹的力量源泉。

开往春天的列车，带动消费市

场复苏。与往年拎着大小包裹挤火

车、赶飞机的场景不同，年轻人的行

李少了，但买的年货更多了。由商

务部、工信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

指 导 举 办 的“2023 全 国 网 上 年 货

节”火热进行，线上购买年货成为新

风尚。人未到家，年货已在路上。

“轻装返乡”的背后，是电商平台飞

速发展，供需两端精准匹配，数字经

济蓬勃发展。

开往春天的列车，拉动货运物

流繁荣。穿梭于边境口岸的中欧

班列，满载着法国红酒、德国巧克

力、意大利面等各类“洋年货”，送

上中国人的餐桌。春运期间，中欧

班列（郑州）到达和发送的“年货班

列”数量较去年增长 20%，越来越多

的优质国货也搭乘中欧班列运往

国 外 ，让 全 球 共 享 中 国 的“ 年 味

儿”。打通交通“大动脉”，畅通物

流“微循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迈上新台阶。

开往春天的列车，滋养传统文

化自信。春运，是一种社会现象，亦

是文化现象。由陕西宝鸡开往甘肃

平凉的慢火车上，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现场绘制马勺脸谱；浙江杭

金衢高速萧山服务区，书法名家挥

毫泼墨，写春联送祝福……在路上，

我们体味到中华民族赓续千年的文

化纽带和文明血脉。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对

于个人与家庭来说，春运期间也许

会经历“抢票难”的苦恼，忍受舟车

劳顿的艰辛，但前行的每一步都朝

着家的方向。“小家”团圆的温暖，汇

成最美中国年。前进的中国也许面

临诸多困难挑战，但“中国式现代

化”列车终将沐着春风，驶向“伟大

复兴”的方向。

开
往
春
天
的
列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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