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0.2亿人次！2025年春运“跑”出新纪录

2025 年 1 月 18 日，外国志愿者、铁路工作人员和旅客在兰州西站候车厅合影留念。 新华社记者 陈 斌摄

春运“跑”出新纪录！2月23日，来自

2025 年综合运输春运工作专班数据显

示，今年春运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为90.2亿人次，创历史新纪录。

40个日夜，超90亿人次在960多万平

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往来穿梭，既彰显了

流动中国的澎湃生机与活力，也充分展示

了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态势。

超 90 亿人次的纪录如何达成？一

张便捷、安全、智慧的立体交通网络是

重要基础——

全球首个集“桥、岛、隧、水下互通”

为一体的跨海集群工程深中通道在今

年春运迎来“首秀”，全长约 24 公里的超

级工程日均车流量超 10 万车次，为珠江

两岸乃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提供更为

便捷的通行条件；

全长 164 公里的沪苏湖高铁加入春

运“群聊”，这条设计时速 350 公里的高

铁线路，以最短路径将江浙沪两省一市

紧密相连。作为“轨道上的长三角”中

重要一“横”，为长三角路网规模和现代

化水平提质增效；

去年底建成通车的广西最长跨海

大桥龙门大桥，迎来春运首批旅客。这

座桥，不仅大大缩短了防城港到钦州港

的车程，也对促进北部湾经济区高质量

发展、助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具有重

要意义……

重大项目马不停蹄，发展基础更加

牢固。如今，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里程已达 600 万公里，建成了全球最大

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邮政快递

网和世界级港口群。更加强大的交通

基础设施缩短了出行起点和终点的时

空距离，人们出行有了更多更好选择，

这场“全球最大规模人口迁徙”的速度，

正越来越快。

超 90 亿人次的纪录如何达成？科

技春运+温暖春运，全力保障护航出行

之路——

多架C919今年首次投入春运，不仅

座椅舒适、间距宽敞，部分飞机还搭载

了中国民航首个自主研发的飞机健康

监控系统——南航天瞳系统，能够在地

面实时获取飞机位置、航线、关键系统

等信息；

有效应对车辆违停、抛锚、拥堵等情

况，浙江交通集团绍兴管理中心联合高

速交警在杭甬高速公路主线建设 11座无

人机巢，引入无人机巡航作业模式，智慧

系统的应用有效助力道路保畅工作；

中老铁路跨境旅游火热，磨憨站增

设境外电信卡售卖服务，并建立救助保

障机制，站内设立医疗急救点。铁路与

海 关 、边 检 开 设 生 命 救 助 专 用 绿 色 通

道，为境外需紧急入境救治人员提供优

先、便捷的通关服务……

平安顺利出行，是民之所望、心之

所 向 。 如 今 ，更 智 慧 、更 高 效 的“ 黑 科

技”赋能春运交通发展，更暖心、更贴心

的新举措拉近了人们心的距离。在充

满暖意的春运图景背后，是各地区各部

门的昼夜坚守，默默守望着人们出行的

条条通途，静静书写着这部热气腾腾的

“流动史诗”。

超 90亿人次的纪录如何达成？这更

离不开高质量发展的扎实推进，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

2024年我国汽车保有量达3.53亿辆，

高速增长的态势为自驾出行提供更多可

能，加上导航技术的成熟发展和出行保障

措施，开车“兜兜风”更加普遍可及……

新华社记者 叶昊鸣、樊曦

（据新华社北京2月 23日电）

2025年 2月 24日 星期一 国 内 3■ 责任编辑 钱鹰飚 万元华

惠及 300多万患者

中心静脉给药迎来降价
继 CT、肿瘤标志物等检查检验项目价格规范治理后，又

一重要价格治理成果，为 300 多万需要化疗及长期输液的患

者带来好消息——中心静脉给药将迎来降价!
国家医保局21日发函，向各地通报中心静脉给药价格综合

治理成果，涉及输液港（PORT）、经外周静脉穿刺中心静脉导管

（PICC）和中心静脉置管（CVC），相关费用将于近日调整到位。

PORT整体费用将从 6000元左右降至 3300元左右；PICC
整体费用将从 3000元左右降至 1300元左右；CVC整体费用将

从 800 多元降至 450 元左右……降价的背后，是让患者治疗更

加便捷的暖心，也是为患者和家属“减负”的安心。

中心静脉给药是一种通过靠近心脏的大静脉直接输入药

物的方法，其所用导管直径通常只有 1.5 毫米左右，却是患者

的“生命通道”。导管植入后，不仅可以在体内留置较长时间，

让患者免于反复穿刺的痛苦，还能够让药物“直达”心脏附近

的大型静脉，减少血管损伤。然而，其高昂的费用常常成为患

者的负担，甚至让一些患者对其“望而却步”。

为了患者的健康福祉，国家医保局持续开展价格治理，挤出

流通环节过度加价造成的价格水分。此前，国家医保局已指导河

南省牵头进行相关耗材的省际联盟带量采购，此次价格治理，则

进一步引导更多中心静脉给药耗材价格更合理。

“患者用得上可相对长期留置在体内的给药装置，有利于

减少长期治疗带来的生理和经济双重负担，也有利于提高相

关产品的可及性，促进提高医疗服务效果。”北京协和医院临

床营养科护士长孙文彦说。

挤价格不合理水分、为患者“减负”的同时，规范医疗服务

价格至关重要。

“中心静脉给药的技术劳务费用，此前各地价格差异大，

少数省份价格高，大部分省份价格偏低。”国家医保局有关负

责人说，对此，此次价格综合治理统一规范了相关医疗服务价

格项目名称和价格水平，国家医保局指导少数高价省份下调

价格，其他低价省份适当上调价格，具体价格水平可在基准价

附近上下浮动不超 10%。

“中心静脉给药对于医护人员的技术要求较高，对技术劳

务费用进行统一规范有助于更合理地体现医护人员的劳务价

值，也是对医护人员的肯定。”孙文彦说。

价格治理，是减轻患者负担的“暖心之策”，是沟通医患

的“ 连 心 之 桥 ”，更 是 医 改 进 入 深 水 区 的“ 破 冰 之 举 ”。 据

悉，国家医保局还将持续开展医药价格治理相关工作，让更

多民生实惠温暖人心，照亮健康之路。

新华社记者 徐鹏航 （新华社北京电）

2024年全国新开工改造
城镇老旧小区 5.8 万个

新华社北京 2 月 23 日电 （记者王优玲）住房城乡建设部

近日公布数据，2024年全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5.8万个，

超额完成 5.4 万个的年度目标任务。根据各地统计上报数据，

北京、河南、广西等 11个地区超额完成计划。

据了解，今年我国将谋划实施一批城市更新改造项目，全

面完成 2000 年底前建成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持续实施

完整社区建设、既有建筑改造利用和老旧街区更新改造等民

生工程、发展工程。

我国成功发射中星10R卫星
2 月 22 日 20 时 11 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

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中星 10R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

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施鳗珂、杨熙编制）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第 13 个 指 导“ 三

农 ”工 作 的 中 央 一 号 文 件 ——《 中 共

中 央 国 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23 日由

新华社受权发布。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 5 年过渡期的最后一年。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将从何处发力？记者采访了多位

专家学者。

端牢“中国饭碗”，确保粮食
稳产丰产

2024年，我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 1.4万

亿斤，粮食安全根基更加坚实。如何在较

高基数上实现粮食稳产丰产？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持续增

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

“ 保 障 国 家 粮 食 安 全 是 一 个 永 恒 课

题。粮食产量站上新台阶之后，也丝毫不

能放松粮食生产。”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

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说，去年单产提

升对增产的贡献率达到八成，此次文件部

署深入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

动。这就要求我们把重心放在单产提升

上，通过优良品种、农业科技应用等提高

生产效率。同时，要顺应人民群众消费趋

势变化，持续提升农产品品质。

他认为，不论是单产提升还是品质提

高，品种都至关重要，要加大种子科技创新

攻关，培育更多高产优质品种。通过高质

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机等科技装备

提升改善，以及生产后的收割、运输、储存

等配套措施协同发力，促进粮食稳产丰产。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文件提

出，将各类耕地占用纳入占补平衡统一管

理，明确要求“持续整治‘大棚房’、侵占耕

地‘挖湖造景’、乱占耕地建房等问题”。

受 访 专 家 表 示 ，耕 地 受 到 严 重 破 坏

后，恢复起来难度大成本高，各地要总结

经验教训，严格耕地总量管控和“以补定

占”，分类有序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

胡 树 文 长 期 致 力 于 为 盐 碱 地 驱“ 盐 ”化

“碱”。他认为，落实文件提出的“稳步推

进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就要因地制宜、

多管齐下，推进农业科技力量协同攻关，

加快科技成果大面积推广应用，坚定做好

盐碱地改良治理大文章，让更多盐碱地转

化为高产田。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家粮食安全战

略研究院院长程国强注意到，文件不仅提

出健全粮食生产支持政策体系，以调动各

地种粮积极性，还明确完善农产品贸易与

生产协调机制。

他表示，完善农产品贸易与生产协调

机制要以国内稳产保供为根基，强化农产

品供需平衡和全链条监测预警，精准识别

供需缺口和调控着力点，优化进口来源布

局并动态调节进口规模与节奏，平衡市场

供给与价格稳定，更高水平统筹和畅通国

内国际双循环，保护农民利益和种粮积极

性，在开放中筑牢粮食安全底线。

多举措助增收，持续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是抓好“三

农”工作的底线任务。

“及时将存在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纳

入帮扶”“统筹开展农村低收入人口及防止

返贫致贫对象的识别认定”“建立分层分类

帮扶制度”……来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5 年过渡期的最后

一年，文件对这项工作作出针对性部署。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表

示，这些部署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体系的必然要

求，将推动帮扶政策实施更精准、更有针

对性，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过

渡期后常态化帮扶提质增效。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脱贫攻坚国家投

入形成资产的长效管理机制。今年中央

一号文件对这项工作作出具体安排，提出

全面清查脱贫攻坚国家投入形成资产，建

立统一的资产登记管理台账。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

究所副研究员张姝认为，健全这部分资产

的长效管理机制必要且紧迫，将为推动后

续帮扶政策由“阶段性过渡”转向“长效化

帮扶”提供重要支撑，推动更高质量的帮

扶政策落地见效。

检验农村工作实效的一个重要尺度，

就是看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没有。在专

家看来，文件从做好“土特产”文章、“共同

体”文章等方面入手，着力提升农民增收

致富能力。

如何做好“土特产”文章？张姝表示，各

地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坚持推进特色农产

品的全产业链发展，培育壮大产业集群，不

断提升产业附加值，推动产业有“钱”途。

不仅要做大蛋糕，还要分好蛋糕。文

件明确，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政策

同带动农户增收挂钩机制，将联农带农作

为政策倾斜的重要依据。赵皖平说，这有

利于形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在产

业链上优势互补、分工合作的良好格局，

让农民稳稳挑上增收致富的“金扁担”。

建设和美乡村，持续改善
硬设施软环境

广袤乡村是农民群众的家园。围绕

乡村“硬设施”和“软环境”建设，中央一号

文件作出具体部署：

分类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

规模化、小型供水规范化建设；持续推动

“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推进农村客货

邮融合发展；加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

站建设……

“这是在城乡融合大背景大趋势下采

取的政策措施。”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孔祥

智说，应统筹县域城乡规划布局，推动乡

村全面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有机结合，补齐

农村基础设施短板，积极推动城乡基础设

施一体化发展。

乡村不仅要宜居，还要和美，这离不

开乡村发展“软环境”的打造。

文件提出加强文明乡风建设，例如，

推进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加强乡村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深入实施

乡村文物保护工程。南京农业大学副教

授仇童伟认为，加强文明乡风建设将对乡

村发展产生一系列积极影响，有利于传承

农耕文明，提振农民群众精气神，为乡村

全面振兴铸魂。

同 时 ，文 件 还 提 出 推 进 农 村 移 风 易

俗。专家学者表示，高额彩礼、人情攀比

等 陈 规 陋 习 影 响 社 会 风 气 、加 大 农 民 负

担，甚至滋生出一系列社会不稳定不和谐

因素。各地要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弘扬文

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乡村全面振兴各项政策，最终要靠农

村基层党组织来落实。文件明确加强农

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并提出“保持县级党

政领导班子成员任期稳定”“着力解决部

分年轻干部在农村基层‘水土不服’问题”

等。专家认为，这将有助于基层党组织更

好扛起政治责任，以更强的责任感、更大

力度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新华社记者 高敬、古一平、胡璐

（新华社北京2月 23日电）

不断夯实农业基础 加力推进乡村振兴
——解读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

（上接第 1版）2024 年 5 月 9 日，吴城保护管理

站的工作人员在大汊湖东洲头发现一只受伤

的幼鹤，便将它带回候鸟救护中心救治，并取

名“逐浪”。在工作人员的精心照料下，“逐浪”

逐渐恢复健康，7个月后重返自然。

为了监测“逐浪”的适应情况，王小龙为它

佩戴了一个轻巧的卫星追踪器，每天查看“逐

浪”的实时动态。“只要它能在集结北归前找到

‘组织’，融入鸟群，我的心就能踏实一半。”王小

龙说，通过卫星追踪器，不仅能够实时了解候鸟

的生活习性和迁徙路径，也为进一步研究和保

护这些珍稀动物提供了重要数据支持。

随着“封洲禁牧”“禁捕退捕”等政策的有

效实施，鄱阳湖区的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周边

地区对湿地的保护和修复工作日益加强，居民

的生态保护意识大幅提升。“近十年，这里没有

发生过一起人为伤害候鸟的事件。现在，一旦

发现受伤或落单的鸟类，居民都会第一时间通

知我们。”王小龙望着湖滩上自由觅食的鸟儿，

深感欣慰。

为确保受伤的候鸟得到更及时和专业的

救治，吴城保护管理站与永修县公安局水上派

出所、吴城镇中心卫生院制定三方联勤机制，

通过跨部门合作提升救助效率。2024 年，救护

中心成功救护野生动物 24只。

智慧守护

“大湖池 3208 只、沙湖 1482 只……”在吴

城保护管理站的智慧管控室内，智慧管理平台

实时展示着生态监测数据、生物多样性分析结

果及巡护次数等信息。

2023 年 12 月，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建立智慧管理平台，众多布设在湖区各

水域的高清摄像头和传感器全天候运行，利

用 AI 技术自动识别并记录候鸟的种类、数量

及分布密度等关键信息。这些高清摄像头和

传感器如同无数双“智慧之眼”，不仅大幅提

升了数据收集的效率和准确性，还减少了人

工巡查的工作量。

保护区还引入无人机巡检，操作人员只需

预先设定飞行路线，即可远程操控无人机，对整

个保护区进行高效、全面监测。人巡与技巡相

结合的方式，实现了对鄱阳湖区生态系统和生

物活动的精准监测，进一步提升了保护区的管

理水平。

“现在，即便是最偏远的湿地或草洲也能

轻松覆盖。”吴城保护管理站工作人员张佳慧

说，智慧管理平台集成了环境模拟和预测功

能，可根据气象数据、水域面积变化、候鸟数量

等信息进行综合分析，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内水

生生物量的变化趋势以及越冬候鸟的食物供

应情况。基于分析结果，保护区能精准部署工

作，有效保护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此外，一

旦发现非法捕猎或环境污染等异常情况，无人

机可以进行高空喊话，对危害候鸟和破坏湿地

资源行为进行警告。“我们也能及时将信息同

步报送给相关部门，以便及时采取措施，有效

防止危害事件发生。”

旅游兴镇

“春赏花，夏看水，秋玩沙，冬观鸟。在吴

城，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体验，游客来了一拨

又一拨。”提起近几年吴城的文旅产业发展，云

鹤鸿大酒店业主洪丹丹笑得合不拢嘴。

2016 年，洪丹丹和丈夫返回家乡吴城镇，

将自家老屋翻新，打造成特色餐馆，吸引了众

多游客前来品尝地道美食。2019 年，他们趁热

打 铁 ，扩 建 民 宿 ，为 游 客 提 供 更 加 全 面 的 服

务。便捷的位置和实惠的价格，让民宿和餐馆

生意红火，去年营业额达到 100 万元。“丈夫掌

勺，婶婶帮忙配菜，我负责前台接待，一家人都

吃上了旅游饭。”

在云鹤鸿大酒店的醒目位置，张贴了一张

“吴城一桌菜”品鉴套餐的海报，包括鳜鱼煮

粉、藜蒿炒腊肉、吴城水饺等当地美食，明码标

价，童叟无欺。为了给游客提供更优质放心的

旅游体验，2024年，吴城镇成立餐饮协会，制定

严格的食品安全标准和卫生规范，定期组织培

训，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目前，协会已有成

员 40多家，覆盖当地主要餐饮企业。

吴城将旅游业作为首位产业，持续完善基

础设施，打造文旅项目，提升服务品质，办好节

庆活动，努力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

2024年，吴城接待游客 117.8万人次。

吴城精心设计观鸟路线，打造了常湖池、大

湖池、狮子山、朱市湖 4个观鸟点。观鸟平台的

设计采用仿生学原理，造型仿造鸟巢、鸟蛋、梧

桐树等，与自然景观浑然一体。游客不仅能近

距离观赏候鸟，还能通过电子屏了解鸟类习性，

学习生态保护知识。同时，在保护优先的基础

上，通过承办鄱阳湖国际观鸟季等活动拉动人

气，吸引更多游客，做优做强“候鸟经济”，擦亮

“中国候鸟小镇”名片，带动餐馆、民宿、农家乐

等富民经济产业，走出一条绿水青山转化为金

山银山的新路。

我国海上首个规模化特超稠油
热采油田Ⅱ期项目投产

据新华社天津 2 月 21 日电 （记者梁姊）记者从中国海油

天津分公司获悉，我国海上首个规模化特超稠油热采开发油

田——旅大 5-2北油田Ⅱ期开发项目 21日投产。

旅大 5-2 北油田Ⅱ期开发项目位于渤海中部海域，平均

水深约 30米，主要生产设施为 1座生产辅助附属平台和 1座生

产井口平台，均为新建。项目计划投产开发井 29 口，预计高

峰日产原油约 1000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