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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来尝尝，我们的草莓果肉饱满，口

感细嫩。”近日，在南昌市新建区金桥乡存

佳草莓园，负责人李春一边熟练地采摘草

莓，一边热情地招呼前来体验采摘的游客。

眼 下 正 值 草 莓 成 熟 季 节 ，走 进 存 佳

草莓园，只见一座座大棚鳞次栉比，大棚

内 草 莓 植 株 整 齐 排 列 ，红 彤 彤 的 草 莓 镶

嵌 其 间 ，勾 勒 出 一 幅 乡 村 好 风 景 。 游 客

在果农的指引下，提着篮子，穿梭在草莓

垄沟之间，有的拍照留念，有的将采摘下

来 的 草 莓 收 入 篮 中 ，脸 上 洋 溢 着 喜 悦 之

情 。“ 我 是 这 里 的 老 顾 客 ，每 年 草 莓 成 熟

了 都 会 带 着 家 人 体 验 采 摘 的 乐 趣 ，这 里

的草莓个头饱满、汁水多、口感好。”游客

陈明说。

存佳草莓园紧挨国道，交通便利，不

少过往游客被这里的草莓吸引，纷纷停车

品尝和购买。李春介绍道，自 2016 年种植

草莓以来，她在品种选育、环境调控、水肥

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逐步将种

植规模扩大到现在的 15 亩。

草莓园的附近还有葡萄园、桑葚园、橘

园等。“这些都是我们经营种植的，一年四

季都有水果上市。我们还开发了休闲垂

钓、农家乐等项目，为游客提供丰富多彩的

乡村旅游体验。”李春笑着说，现在不仅乡

村环境越来越美了，政府的帮扶政策也越

来越好，让她在家乡创业的信心更足了。

存佳草莓园的丰收景象，不仅展现了现

代农业的魅力，更映射出乡村振兴的美好未

来。如今，在新建区，油茶基地、红美人柑橘

基地、芦笋基地、菊花种植基地、葡萄种植基

地、火龙果种植基地、龙虾养殖基地等乡村

特色产业基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全区经

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近年来，新建区依

托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从赋能高

质量发展出发，紧盯市场需求，培育壮大特

色种养、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业态，促进

农业产业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具有新建

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陈兴盛 夏 锋）

草莓映红致富路 种出甜蜜好生活

南昌县举办新春海外慰侨活动
近日，南昌县精心组织的“温暖迎春 共庆中国年”新春慰

侨活动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举行，包括南昌县籍阿根

廷侨胞在内的 100 余人齐聚一堂，共迎新春，共叙乡情。

活动期间，阿根廷江西总商会负责人受委托代表南昌县

人民政府为 60 岁以上的侨胞发放了慰问金。与会人员齐唱

《难忘今宵》，举杯遥祝祖国繁荣富强，家乡人民生活幸福。

一直以来，南昌县委统战部、南昌县侨联积极践行护侨爱

侨、凝聚侨心侨力的理念，依托阿根廷江西总商会和阿根廷华

文教育基金会力量，充分发挥其在当地人脉广、资源多、信息

灵等优势，已经连续多年在阿根廷举办新春慰问侨胞活动，进

一步增进了华侨华人之间的友谊和凝聚力。南昌县将继续团

结凝聚海内外各方面的力量，以亲情促团结，以友情促联谊，

引导广大海外侨胞为家乡发展牵线搭桥、献计献策，助力全县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钟小月）

近年来，于都县以生态为底色，以特

优 为 品 牌 ，以 融 合 为 路 径 ，深 入 推 进“ 农

业+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协同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把风景变成产业，

真正让村民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近日，

笔者走访于都县多个乡村，探寻美丽乡村

如何将“颜值”变为经济产值。

2024 年入冬以来，于都县禾丰镇兰花

小镇分外热闹。不少游客来此赏美景、住

民宿、吃农家饭，感受独特的兰花文化，享

受一场身心舒畅的花海之旅。

兰花小镇尝到了农文旅融合发展的

甜头。随着于都县长征文化的发展，兰花

小镇红色文化产业也越来越红火。依托

这一优势，兰花小镇盘活文化资源、山水

资源，转变传统的靠天吃饭发展模式，逐

渐形成规模宏大且超越村域范围的乡村

旅游发展体系。

在 闲 置 荒 废 土 地 上 新 建 3 万 平 方 米

停车场，购买旅游观光车，实施强弱电网

线入地，硬化街巷道路，拓宽改造公路，整

村铺设下水管道，有效解决生活污水等黑

臭水体排放问题……近年来，兰花小镇不

断美化整村环境，“一盘棋”推进和美村庄

建设。

禾丰镇副镇长卫美玲介绍，为提升接

待能力，自 2024 年 6 月起，兰花小镇全面升

级改造，大力发展烧烤营地、特色民宿，开

展以兰花为主题的体验式乡村旅游，通过

打造“兰花”文化，吃上了“旅游饭”。

如今的兰花小镇，一街一巷皆风景，

一幅产业兴旺、颜值出众、活力四射的和

美乡村图景正徐徐展开。

这样的美丽乡村，在于都县还有很多。

古寺庙、古祠堂、古门楼、古戏台、古

接官厅……在于都县段屋乡寒信村，目光

所及皆是幽静古朴的画面。寒信村是一

个典型的客家古村落。2013 年寒信古村

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9

年初被列为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基地，2021 年初被列为赣州市第一批非遗

小镇、江西省非遗传承小镇（建设），2022

年入选“全国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选项

目”名录，2023 年获第一届全国古村古镇

保护利用优秀案例，2024 年获乡村旅游创

新发展典型案例。

这个世外桃源般的村落不仅保存着

相 对 完 整 的 红 色 遗 址 ，还 拥 有 大 量 古 建

筑。依托文化资源，寒信村坚持保护与开

发并重，发展旅游产业，走出了一条因文

化而兴、因旅游而富的乡村振兴之路。“保

留传统村落风貌，加强传统村落保护与发

展，我们村能有今天就是受益于此。”寒信

村党支部书记肖建久说。

如今，古村里建起景区，古村外建成

新村，古村人搬到了新村，古村的文化保

护和文旅开发做得越来越好。

为 更 好 激 活 发 展 活 力 ，寒 信 村 探 索

“政府引导+集体为主+合作社运营”的整

村经营模式，成立寒信村旅游合作社统一

运营管理旅游产业，依托传统建筑，引入

多元主体，培育新兴业态。

该村先后打造古码头、水上乐园、初

心讲堂等 20 余处景点，布局研学写生基

地，还邀请非遗传承人回村入驻，常态化

开展民俗表演、文艺展示、农耕体验等活

动，持续扩大古村影响力。文化、旅游交

相辉映，激活乡村文旅产业“一池春水”。

村 民 的 腰 包 越 来 越 鼓 、生 活 越 来 越

甜。当地政府积极发动村民以自家闲置

房屋资源入股，打造独具古村特色的民宿

一条街，由寒信村旅游合作社统一管理运

营、统一接单、统一分配、统一服务。在旅

游高峰期，全村可容纳近 200 名游客住宿，

合作社可实现日均营收 9000 元左右。非

旅游高峰期间，群众可自行接单，既保障

旅游高峰期的住宿需求，又拓宽群众增收

渠道。

古村外，新村气象万千。一排排乡村

别墅令人眼前一亮，村内水、电等基础设施

一应俱全，农业生产用房、日间照料中心等

配套设施为村民的幸福生活添砖加瓦。

段屋乡党委副书记、宣传统战委员谭

流民说，近段时间，来村里研学、旅游的游

客明显增多，通过保护与开发并举、产业与

文化共融的举措，寒信村的产业结构实现

从单一种植业到农文旅融合的精彩蝶变。

“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让越来越多乡

村成为游客的诗和远方。随着一个个农文

旅融合项目落地生根，于都将展现出农业

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的新气象。”于都

县文广旅局副局长熊晓梅说。 （祝 福）

于都：加快农文旅融合 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春运大幕拉开，返乡人群浩浩荡荡涌

入车站。年过六旬的王春喜和老伴却在

“逆行”：经过近 21 个小时的车程，他们从

老家吉林长春抵达江苏苏州，拎着装满红

肠、木耳等年货的大包小包，准备在女儿

工作的城市过个别样春节……

从“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到“我来到你

的城市”，“反向春运”正在 90 亿人次的跨

区域流动中掀起新风潮。

“正向反向，都是团圆”

“女儿最近工作很忙，我呢刚退休，就

决定跑来苏州过年了。”王春喜说，这是他

们 第 一 次 体 验“ 反 向 春 运 ”，一 路 并 不 拥

挤 ，来 了 还 能 让 女 儿 带 着 逛 逛 园 林 、古

镇。“不管正向反向，只要我们在一起，哪

儿都是团圆。”

“去年我父母来海南过年了，海南白

切 鸡 加 上 老 家 的 腊 肉 、香 肠 是 我 们 的 年

味。”“我爸妈打算把叔叔伯伯们叫上，今

年过年一起来云南旅居。”社交平台上，不

少网友分享长辈“反向春运”经历。

有通信运营商数据分析指出，2024 年

春运，60 周岁及以上人群出行量同比增长

近 30%，更多老人选择前往子女工作地团

聚，他们来自四川、河北、湖北、湖南等省

份，目的地则多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杭州等大城市。

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春运

整体客流稳中有增，反向客流量将进一步

上升。

“反向春运”兴起，得益于老人“走得

动”、更易走。以往年轻人过年回乡，不仅

因 为 故 乡 情 结 ，也 因 为 许 多 老 人 行 动 不

便、经济条件有限。如今，随着医疗条件

改善、城乡发展差距缩小，农村与中小城

市老人的生活水平已显著提升。

从贵州到南京探亲的沈大爷感慨，密

集的高铁网络和航空线路让千山万水被

轻松跨越；点点手指就能购票，也让他们

更有勇气来城市“陪伴孩子”。

综合成本更低，是另一大动因。许多上

班族返乡时间成本较高，而“反向春运”线路

往往票源丰富、票价较低。同程旅行发布的

《2025春运旅行趋势报告》指出，不少消费者

利用春运期间“潮汐”客流特征反向旅行过

节，最高可节省50%至70%的机票费用。

阖家团圆，也是城市“微度假”。“我已

计划好，年夜饭就去网红火锅店吃，还做

了一堆旅游攻略。”在南京工作的设计师

林佳，打算把湖南老家的父母和奶奶接来

过年，“以前春节回去，窝在家很无聊，不

如让家人来城市里一块玩玩。”

不少城市在春节期间推出新兴文旅

项目吸引访客。广州花城广场的春节灯

会成为全国闻名的年味地标；在成都，宽

窄巷子结合大熊猫基地的“新春文化游”

吸引大批家庭出游……“反向春运”逐渐

变成“微度假”出游。

新共识孕育新机遇

春节是家庭团聚的节日，子女返乡探

亲是由来已久的传统习俗。但也有不少

人认为，年轻一代在城市工作、生活压力

大，“与其身心俱疲地返乡，不如请父母来

团聚，人在就有家。”

多位社会学领域专家表示，“反向春

运”并不意味着解构中华传统文化，而是

传统不断演变发展的体现；“反向”团聚并

未改变孝敬、亲情等美好情愫。

这一现象背后，也意味着父母、子女

对如何过年渐渐形成了新的共识。

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执行院长

胡小武说，一些青年回乡过年时有“陌生

感”“形式感”“孤独感”，匆匆待两天就离

开；父母到城市能获得更长团聚时间，也

能感受城市文化与氛围，一种家庭生活新

共识逐渐默契形成。

有专家认为，随着城镇化不断推进，

“乡下人”与“城里人”界限愈发模糊，“反

向春运”有助于城乡文化更好融合。“父母

来到城市，能直观感受我们的生活环境，

也会为孩子的奋斗感到自豪，互相增进理

解。”在江苏无锡工作的“00后”张凡说。

客 观 上 ，“ 反 向 春 运 ”能 减 少 运 输 压

力、增加上座率，有助于均衡配置运力，实

现效益增长。

有市民发现，今年春运期间不少列车

车票出现“白菜价”，如 1 月 22 日九江至深

圳东最低票价仅需 31.5 元，菏泽到北京最

低只要 15 元。铁路部门工作人员称，春运

期间部分大城市单向客流多，去程人满为

患，但返程运力易闲置，因而会有优惠。

文旅消费也迎来新契机。从年夜饭

预订到城市周边游，一家三代构成的家庭

旅 客 群 体 ，成 为 各 大 文 旅 平 台 吸 引 的 对

象。有旅游平台预测，家庭结伴出行将成

为今年春节期间的主流，亲子家庭的占比

将增至 49%，订单量同比增长 75%。

呼唤城市温情“双向奔赴”

然而，“反向春运”也难免让人心生隐

忧：年迈父母适应能力有限，在城市是否

会面临沟通障碍与“数字鸿沟”？老人又

能否有更好的过年体验？

不少受访对象表示，父母进城，不仅

需要子女张开怀抱，更呼唤城市以包容与

温情实现“双向奔赴”。

交通运输部门可以为“反向春运”人群

提供更细致的解疑答惑、交通指引、人工检

票等适老化服务。城市要相应增加对老幼

群体的服务投入，如地铁、车站增加志愿者

协助提行李、购票；景区增设无障碍通道；

消费场景中推出老年支付专用通道等；通

过种种细节，让老人感受城市温度。

胡小武认为，春节期间，大城市可打

造丰富多元、更具包容性的文化活动。如

在商场增设传统市集展区，让老人和年轻

人共同感受“年味”；推出适合全家参与的

城市徒步活动；利用线上直播技术，将年

俗活动推广至更多家庭，让城市过年成为

家庭的共同记忆。

有文旅专家指出，城市在为“反向春

运”人群提供同等市民待遇及周到公共服

务之外，也应加强市场监管，合理控制商

品和服务价格，避免节日期间价格过度上

涨“寒”了人心。

此外，部分文旅景点不妨在春节期间

对新市民及其家属免费或优惠开放，社区

也可多组织开展丰富的联欢活动，让老人

等群体更有归属感和认同感。一些地方

也可主动打造“反向春运友好型城市”形

象，进一步提升城市吸引力。

“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虽然春运方

向在变，团圆形式在变，但“反向春运”热

潮下，代际之间温情互融，城乡文化彼此

渗透，春节作为“团圆节”传递的情感共识

始终如一：一家人在一起，就是年。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何磊静

（新华社北京1月 20日电）

一家人在一起，就是年
“反向春运”正在90亿人次的跨区域流动中掀起新风潮

▼1 月 20 日，人们在香港利东街逛街购物。

新华社记者 陈 铎摄

佳节将至年味浓

1 月 20 日，采火使者正在传递火种。

当日，哈尔滨 2025 年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火种采集仪

式在哈尔滨太阳岛风景区举行。 新华社记者 张 涛摄

哈尔滨2025年第九届亚冬会火种成功采集

▶1 月 20 日，市民在广州市一德路市场选购

春节饰品。 新华社记者 卢汉欣摄

春节临近，年味渐浓，大街小巷张灯结彩，热

闹的集市吸引人们前来选购年货。

新华社北京 1 月 20 日电 （记者马卓言、董雪）外交部发

言人毛宁 20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将锚定高质量发展

和高水平开放，保持经济持续向上向好的趋势，为世界经济

带来更多“惊喜”。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IMF）首席经济学家古兰沙表示，中国通报 2024 年经济增

长 5%，超出 IMF 预期，是一个“惊喜”，IMF 还上调了 2025 年、

2026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毛宁表示，2024 年中国经济顺利实现增长目标，经济总

量首次突破 130 万亿元，增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一年的经

济体量。这是中国经济韧性和潜力的体现，也是中国经济带

给世界的信心。

“中国将锚定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保持经济持续

向上向好的趋势，为世界经济带来更多‘惊喜’。”毛宁说。

外交部：

中国将为世界经济带来更多“惊喜”

据新华社华盛顿 1 月 19 日电 （记者熊茂伶）美国候任总

统特朗普 19 日说，他将在 20 日宣誓就职后的“几个小时内”

推翻拜登政府的多项行政令。

特朗普 19 日下午在首都华盛顿特区第一资本体育馆举

行的集会上说，拜登政府的每一项“激进而愚蠢”的行政命

令，在他宣誓就职后的几小时内都会被废除。他还称，自己

的上任将结束“美国衰退的四年”。

特朗普表示，他即将签署的行政命令涉及边境安全、能

源、联邦政府开支、短视频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多元化、公

平与包容”政策等。

据美国多家媒体分析，特朗普将在就职当天签署超过

100项行政命令。

特朗普：

将在上任后的“几个小时内”
推翻拜登多项行政令

粮食产量比 2023年增加 221.8亿斤、脱贫劳动力务工就业

规模超过 3300 万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2023 年实际

增长 6.3%……在 20 日国新办举行的“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

效”系列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介绍，2024年

我国粮食生产迈上新台阶，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村社会和谐

稳定，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具体来看，2024 年我国粮食生产克服高温干旱、极端洪

涝、超强台风等自然灾害影响，再获丰收。粮食产量首次突

破 1.4 万亿斤，达到 1.413 万亿斤，中国饭碗里装了更多中国

粮。种业振兴行动“三年打基础”任务顺利完成，全面摸清了

种质资源的家底。乡村富民产业蓬勃发展，预计全国规模以

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营业收入超过 18 万亿元。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到 23119 元。农村改革重点任务稳步推进，在

安徽、湖南、广西三省区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

延长 30 年整省试点，在其他省份的县、乡镇有序开展试点工

作，试点地区绝大多数农户的承包地总体顺延等。

新华社记者 古一平（据新华社北京1月 20日电）

粮食产量首次突破1.4万亿斤

中国饭碗里装了更多中国粮

新华社首尔 1 月 20 日电 （记者陆爱华）韩国被拘留总统

尹锡悦的辩护团代表律师尹甲根 20 日说，尹锡悦将出席韩国

宪法法院 21日举行的总统弹劾案第三次正式辩论。

此前，韩国宪法法院已举行两次总统弹劾案正式辩论，

尹锡悦均未出席。

据韩国媒体报道，尹锡悦将是首位亲自出席宪法法院总

统弹劾案辩论的总统，前总统卢武铉和朴槿惠均未出席过总

统弹劾案辩论。

尹锡悦将出席总统弹劾案
第三次正式辩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