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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 月 2 日电
（记者 樊曦 王优玲）记者从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获悉，2 月 2 日正月初五，铁
路春运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
计发送旅客 1450 万人次，计
划加开旅客列车 1501 列。2
月 1 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338 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
有序。

随着春节假期进入后半
段，务工人员陆续返岗，铁路
客流逐渐走高，增长态势明
显。从铁路 12306 车票预售
情况来看，2日热门出发城市
主要有北京、成都、广州、武
汉、西安、重庆、上海、郑州、
杭州、南京；热门到达城市主
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
深圳、武汉、西安、杭州、重
庆、郑州；深圳至香港、南宁
至广州、北京至上海、西安至
成都、武汉至上海、武汉至深
圳、沈阳至北京、武汉至广

州、成都至西安、广州至香港
等区间客流较为集中。

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应对
返程客流高峰，加大热门方向
运力投放力度，落实便民利民
举措，努力保障旅客平安、有
序、温馨出行。国铁北京局集
团公司北京各大车站积极应
对到达客流高峰，与公交、地
铁等单位紧密协调联动，及时
共享客流信息，协调增加高峰
时段公交、出租车运力，方便
旅客接驳换乘；国铁太原局集
团公司在太原至运城、大同，
大同至秦皇岛、呼和浩特等区
间增开旅客列车 20 列；国铁
郑州局集团公司在高铁列车
上推出红焖羊肉等地方特色
菜，为旅客提供“一盒好饭”；
国铁武汉局集团公司在部分
车站为集中返岗的务工人员
开设候车专区，安排专人引导
和专用通道，保障务工人员快
速进站。

全国铁路
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考察队员迟旭朋（左）和武佳星在船载实验室对南极浮
游生物进行分样（1 月 26 日摄）。

执行中国第 41 次南极考察任务的“雪龙 2”号正在阿蒙森
海进行大洋调查。远隔重洋，年味不减，考察队员们一起

动手包饺子、一起吃年夜饭、观看“雪龙 2”春晚，在地球
最南端度过难忘的海上新春。短暂休息后，队
员们又投入到紧张的考察工作中。 新华社发

南极考察队的别样新春

春节假期临近尾声，作为
连接海南与内陆的水上通道，
琼州海峡的旅客离岛保障工
作迎来“大考”。面对复杂的
气象挑战和巨大的交通压力，
海南多部门联动，全力护航旅
客安全、高效、舒心返乡。

连日来，海口新海轮渡码
头有限公司经理梁建英带领
团队每日紧张忙碌。面对预
计中的 101 万辆次进出岛车
辆和 408 万人次春运旅客流
量，他们早已做好准备。公司
不仅全面升级了服务设施，还
增加了运力。其中，增开新能
源车辆专用运输船舶、专班及
泊位，每日可保障约 3500 辆
新能源车过海需求。

2 月 1 日下午，记者在海
口新海港、秀英港看到，现场
秩序井然，车辆通行顺畅。在
待渡区，来自武汉的旅客韦先
生启动车辆，在工作人员引导
下顺利登船。他买的是下午
2点 40分的船票，4点左右就
登船了。“只等了一个多小
时，在早上停航影响下还能这
么快，比往年强多了。”韦先
生说。

不仅要让旅客走得了，还
要让旅客走得舒心。在服务
提升方面，海口新海轮渡码头
有限公司完成船舶硬件设施
升级，同时增加11000余人次
的安保、保洁人员和志愿者，
加强秩序管理和服务。在秀
英港学雷锋志愿服务站，大学
生志愿者曾严从大年初一坚
守到初五，热情服务每一位咨
询、求助的旅客。“想为家乡
出份力，让外地游客对海口有
好印象。”曾严说。

以往，不少司机抱着“赶
早不赶晚”的心态前往港口，
不料因大量车辆在港口积压
而“欲速则不达”。在距离新
海港约 4.5 公里的车辆分流
点，由交警、海岸警察、应急
救援队等部门人员组成的队
伍，24 小时对进港车辆进行

疏导，严格按照“距离开船时
间不超过2小时到港”的条件
予以放行或者疏导到其他路
段。

这几天，琼州海峡昼夜温
差较大，夜间至早晨容易出现
大雾，造成间歇性停航。如 1
日早上停航了两个多小时，夜
间又停航近一个小时。海口
及时通过媒体、微信、短信等
平台和渠道，向旅客发布停
航、复航信息，有效引导车、
客择时过海。同时在通往港
口的道路沿途设置服务点，备
足方便面、水、面包、纸巾等
应急物资，保障待渡旅客基本
生活需求。

安全是离岛保障的生命
线。“‘绿源一号’，你船左前
方有渔船作业，请保持安全距
离，注意航行！”在琼州海峡
船舶交通管理中心，大屏幕实
时展示进出岛人流、车流及水
面船舶、气象信息。海事值班
人员 24 小时值守，通过高频
对讲机时刻提醒船舶注意航
行安全。

海口海事局指挥中心副
主任冯英辉说，海事部门采取
多项措施保障运输安全。如
与气象部门密切协作，多渠道
发布气象预警，指导企业和船
舶提前应对；加强动态监控，
增设值班台，加大“点对点”
提醒，实时观测海面能见度
等。

夜幕下的琼州海峡灯火
通明。2 日凌晨 1 时，渡轮

“五指山号”缓缓驶离海口新
海港，甲板上，不少游客举起
手机拍摄海上夜景。

据统计，正月初四至初五
中午 12 时，琼州海峡出海南
岛方向共发送车辆 33449 台
次、旅客130828人次，未发生
一起安全事故。

海南离岛高峰仍在继续，
各项保障工作也在有条不紊
进行。
（新华社海口2月2日电）

护航旅客返乡路
——海南备战离岛高峰一线见闻

新华社记者 吴茂辉 郭良川

“下雪了！我们要上山冲粉雪！”7岁
的何玥奇难掩兴奋。今年春节假期，家
住海南的她随父母跨越千里，来到位于
新疆乌鲁木齐县的丝绸之路山地度假区
滑雪过新年。

“日间客流量同比增长20％，夜场人
数翻两番，酒店几乎满房，来自广东、四
川、重庆、陕西的雪友越来越多。”丝绸之
路山地度假区品牌中心经理庄红介绍，
度假区推出环线观光加嬉雪套票，“一站
式”滑雪度假体验让游客充分享受团聚
时光。

在黑龙江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巨
型冰雕错落林立，穿行其间仿佛走进梦
幻般的童话王国。“太不可思议了，我被
哈尔滨的冰雪魅力深深折服。”来自津巴
布韦的“00后”游客莎龙说。

去年冬天以来，“尔滨”魅力持续释
放，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哈尔
滨桔子假期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洪欣
介绍，今年1月以来，公司已接待来自澳
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
等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个入境旅行团。

“很多国外游客是通过社交平台认
识了黑龙江，并选择来到这里旅行。”王
洪欣说，近期外籍游客自由行和小型包
团旅游人数也越来越多。

传统冰雪旅游目的地人气持续高
涨，南方省份冰雪旅游休闲消费也日益
蓬勃。

位于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西莲村的
莲花山滑雪场，是华东地区知名的一处
滑雪场。莲花山滑雪场负责人介绍，预
计今年雪季能接待游客超 7 万人，综合
收入将突破1000万元。

西莲村党支部书记何琼介绍，村里
和滑雪场签订了合作协议，按门票收入
进行分成。经过初步估算，今年仅门票
就能给村子带来40多万元收入。

到辽宁泡养生温泉，赴内蒙古观冬
日火山，还是去新疆看天马踏雪？春节
期间，各地文旅部门纷纷向游客发出热
情邀约，并结合地区特色推出了“冰
雪+”旅游产品和各类丰富的冰雪活动。

在雪地里尽情撒欢后，泡个通体舒泰
的澡，“滑雪+洗浴”已是东北冰雪游吸引
南方游客的拳头产品之一。在沈阳体验
滑雪和洗浴后，杭州游客梁慧慕感受到

“天花板级别的服务”，“这里的洗浴中心
能泡汤、搓澡，还能品尝美食、玩游戏”。

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乌兰哈达火
山地质公园，冬日雪原上的 30多座串珠
状火山群景色壮观，引来众多游客。在
附近经营民宿的郭晨慧在朋友圈记录下
自驾车辆蜂拥而至的盛况，“过年期间，
我们的民宿房间供不应求”。

在新疆昭苏县里骑天马赏美景、呼
伦贝尔大草原上体验冰雪那达慕、长白
山下穿越千重雪浪等等，独特的冬季景
观融合旅游产品不断开发推出，各地冰
雪消费市场正展现出澎湃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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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粉雪、
观雾凇、泡温
泉 、赏 冰 雕
…… 赴 冰 雪
之约、享冬日
欢乐，正成为
更多国人“闹
新春”的新选
择。

“冰天雪
地 也 是 金 山
银山”理念深
入 人 心 。 美
景怡人、科技
赋能、文化助
力，“热力十
足”的冬日经
济，让这个冬
天 焕 发 出 别
样 的 生 机 与
活力。

◀ 这是 2 月 1 日
在 哈 尔 滨 松 花 江 冰
雪嘉年华拍摄的“滨
滨”和“妮妮”。

新华社发

一眼望不到边的查干湖冰面上，口
喷热气的马匹拖动绞盘，2000米长的渔
网被从湖水中拖出，一条条肥硕的湖鱼
在冰上摇头摆尾，捕鱼人露出收获的笑
容，围观游客发出阵阵惊叹与喝彩。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查干湖冬捕至今沿用人工凿冰、马
拉绞盘、冰下走网等传统捕鱼方式，这一
北方少数民族的捕鱼传统可追溯至辽金
时期。

2002 年起至今，吉林省松原市连续
举办 23 届查干湖冬捕节，挖掘传统文
化、开发旅游产品，为冰雪经济持续供
能。除了体验冬捕，在松原市的鼎润文
化创意产业园，游客还可以欣赏精美鱼
皮画，亲手制作鱼皮制品，在互动中真切
感受文化魅力。

如今，产自湖中的渔获依旧满满，源
自文化的“渔获”日益丰盈。2024年，查
干湖景区全年累计接待游客347.16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0.55亿元。

这是中国多彩冰雪文化为经济赋能
的缩影。当前，冰雪文化不断提升冰雪
经济活动的附加值，激活创造力。

在阿勒泰地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
馆在春节前夕开放，成为众多雪友滑雪之
余的新打卡点。馆内陈列的古老毛皮滑雪
板、木制雪杖等展品，向人们展示着这里悠
久的滑雪历史与深厚的冰雪文化。

在博物馆的文创区，脚踩毛皮滑雪板
等不同造型的“雪怪阿乐”系列文创产品备
受消费者青睐。“雪怪阿乐是集合阿勒泰冬
季元素创造出的文创IP，目前已推出毛绒
玩偶、吉祥物盲盒等80多种产品。”设计者
阿尔斯别克?努汉说，传统冰雪文化和现代
文化相融合提升了设计魅力。

宝贵的人文资源成为各地冰雪经济
的新名片，也带来别样的发展机遇。

在沈阳市举办的辽宁省稻田冰雪运
动会上，身着传统服饰的锡伯族射箭选
手成为外地游客摄影定格的焦点。来自
江苏的游客张亮说：“锡伯族村民的服饰
太酷了，射术也很精准，这场冰雪运动会
太棒了。”

辽宁省体育局群体处处长王海泉表
示，本届赛事活动集乡村冰雪运动的民
俗、年俗及锡伯族特色于一体。截至目
前，该运动会已连续举办4届，实现了让
更多人参与冰雪活动的初衷，拓宽着特
色旅游的维度。

以冰雪文化、赛事活动为依托，辽宁
各地冰雪消费持续升温。相关预测显
示，春运期间，辽宁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约1.96亿人次，以沈阳、大连等城市为目
的地的春节旅游订单量同比快速增长。

从查干湖的千年渔猎文化，到阿勒
泰的人类滑雪遗迹，生生不息的传统文
化为冰雪经济发展壮大提供着丰厚滋
养，也为冬日冰雪世界带来令人神往的
文化浪漫。

（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

3秒就能加热的围巾、温暖的毛绒玩
偶、吉祥物“滨滨”“妮妮”手插抱枕毯
……春节期间，位于哈尔滨市中央大街
的亚冬会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多款好
看又保暖的新产品受到游客欢迎。

“几款发热产品内含有石墨烯材料，
有三档温度可供调节，为消费者带来科
技感十足的保暖体验，传递科技亚冬、人
文亚冬的理念。”生产商有关负责人赵起
超说。

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冰龙寻珠·
全感 VR》文旅项目，游客只需戴上 VR
（虚拟现实）眼镜，便可沉浸式体验以中
国神话为背景的“冰河宇宙”。这款以冰
雪为主题的文旅元宇宙产品，一经推出
就获得不少游客青睐。

面向未来万亿级冰雪大市场，科技
是延伸产业链的关键。

在吉林省的多个滑雪场租赁区，一
款被雪友视作“黑科技”的碳纤维雪板备
受欢迎。该雪板由吉林化纤集团研发，
具有重量轻、强度高、耐低温、耐腐蚀特
点。

“东北企业要抢抓冰雪机遇，积极投
身高科技装备的研发。”吉林化纤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销售中心高级主管周志有
说，“从雪友反馈来看，这款碳纤维雪板
市场潜力较大，今后我们也会研发推出
更多高品质产品。”

研发 3D打印定制化头盔、根据脚踝
位置任意改变造型的冰刀鞋，戴上虚拟
现实VR设备体验滑雪、冰雕创作等等，
有了科技赋能，冰雪装备更加“硬核”，冰
雪活动场景空间不断创新延伸。

记者注意到，各地依托科技力量持
续升级冰雪基础设施，优化服务保障能
力，更好激活“冷资源”。

——基础设备换装升级。在新疆丝
绸之路山地度假区，春节前刚刚增设一
批新型服务设施和项目，其中全长 410
米，宽 1.3 米的“高速魔毯”格外瞩目，它
同时可以容纳三人并排搭乘，这种新型
传送装置能大幅减少等待时间，让雪友
获得更畅快的滑雪体验。

——配套工程智能守护。“光影魔幻
秀马上开始，大家再仔细检查一下应急
电源车的电缆接头！”春节期间，长春市
南溪里四季雪公园里，供电员工吕思源
正在现场值守。今年春节，国家电网长
春供电公司在传统人工巡检基础上，还
结合无人机开展智能巡检，出动磁悬浮
飞轮发电车进行智能控制，以充足电力
支撑每一场冰雪赛事及活动。

——交通服务持续完善。“智游阿勒
泰”等平台推出门票预约等贴心功能，依
托互联网平台落地自驾、异地还车服务
兴起，这个春节，游客在新疆阿勒泰地区
的旅行体验更加放心、舒心。“我们连续
两年到阿勒泰过春节，今年各项服务更
加完善，全家人都觉得很开心！”来自广
东的游客张勋说。

■ 冰天雪地“热”，新春冰
雪活动绚彩上新

■ 用好“冷资源”，科技“加
料”体验升级

■ 魅力“滚雪球”，冰雪经
济人文交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