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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新华社记者 徐 壮

全国国内旅游出游 4.74亿人次，同比

增长 34.3%，按可比口径较 2019年同期增

长 19.0%；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 6326.87
亿元，同比增长 47.3%，按可比口径较

2019年增长 7.7%。

2024 年春节，旅游格外“热辣滚

烫”。文化和旅游部 2 月 18 日数据显示，

春节假期出游人次和出游总花费等多项指

标创历史新高。8天“超长”假期里，人

们既享受旅游迎春，又拥抱国风国潮，绘

就这个春天的动感画卷。

春节期间，位于山东济南大观园景区

的城南往事大观楼，佳肴满桌、座无虚

席。“一桌难求！”餐厅经理王一举说，除

夕和大年初一基本都是济南本地顾客，初

二开始外地游客明显多了起来。

前半程团圆，后半程出游。“打开”

丰富多彩的春节假期，旅游带来了什么新

鲜玩法？

“花式”团圆，全家出游——从在家

守岁，到出门接福，团圆不止一种方式。

大家的出游距离和出游时间双双拉长，携

家带口“南来北往”趋势明显。

据商务部大数据，从腊月二十三到大

年初七，全国重点商圈客流总量同比增长

73%。各具特色的商圈满足着不同人群的

消费需求。

飞猪数据也显示，国内中长线游同

比增长超 3 倍，自由行平均旅行天数同

比增加 30%。北方游客青睐前往广东、

海南、福建等地温暖过年，南方游客则

倾向于到黑龙江、吉林等地感受“冰雪

奇缘”。

有“里”有“面”，各取所需——老

人想要浓郁年味，中年人享受“慢生

活”，年轻人追逐“网红”地标。长假

里，人们的多样需求充分释放，对文旅

产 品 品 质 提 出 更 高 要 求 ， 带 动 行 业

“卷”起来。 （下转2版）

4.74亿人次创新高！春节旅游“热辣滚烫”

“新华视点”记者

多地景区门票售罄，会

大集人潮涌动，热门餐厅排

起长龙，电影票房刷新纪

录……刚刚结束的春节长

假，国内旅游出游 4.74 亿人

次，总花费 6326.87亿元，春

节档票房突破 80亿元。鲜活

滚烫的数字背后，是热闹红

火的消费场景，是“欢欢喜

喜过大年”的幸福图景，也

折射出中国经济的活力。

累计近23亿人次出行

2024 年综合运输春运

工作专班的数据显示，今年

春节假期 （2 月 10 日至 17
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

动量累计 22.93亿人次。

具体来看，铁路客运量

9946 万人次；公路人员流动

量 21.66亿人次，其中高速公

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

客车人员出行量 19.80 亿人

次，公路营业性客运量 1.86
亿人次；水路客运量 941万人

次；民航客运量 1799万人次。

在河南，定制客运解决

了人们出行“最后一公里”

的难题。为满足春运出行个

性化需求，河南省交通运输

服务部门鼓励客运企业在现

有开行班线基础上，开展定

制客运服务，加大运力投入，

实现“门对门”“点对点”一站

式服务。目前，豫州行定制客

运已覆盖河南全省，累计开

通定制客运线路 230条，定

制车辆将近 1700台。

不少人选择春节自驾，

各地强化服务保障。吉林省

交通运输服务部门在京哈高

速公路主线德惠、陶赖昭等

服务区临时增配移动充电车

辆，为服务区附近的新能源

汽车进行应急充电。“车给车

充电我是第一次用，操作挺方便的，再也不怕没开到服

务区就电量低了，心里踏实不少。”车主李先生说。

针对春节期间的出行高峰，各地各部门统筹做好

雨雪冰冻、大雾等恶劣天气应对准备，通过加大重点

时段、热门航线运力储备和供给，加开车次等服务保

障好出行需求，同时加强出行信息引导。

旅游成为“新年俗”，多个景区“人从众”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春节假期 8天全

国国内旅游出游 4.74亿人次，同比增长 34.3%，按可比

口径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19.0%；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

6326.87 亿元，同比增长 47.3%，按可比口径较 2019 年

同期增长 7.7%；入出境旅游约 683万人次,其中出境游

约 360万人次，入境游约 323万人次。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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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8日，小演员在萝卜·元宵·糖球会上品尝糖球。

当日，2024年青岛萝卜·元宵·糖球会正式开幕，活动包含赏

花灯、观舞龙、赶大集、游园会等特色民俗活动，吸引不少市民、游

客前来参观。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宁 迪

2024 年，“尔滨”迎来了史上最

“热”春节。

正月里的哈尔滨中央大街上，人

头攒动，从四面八方而来的游客与街边

巷角忙碌的小店，组成了春节里一道美

丽的风景线。

大大小小的店面是这条百年老街

上最活跃的细胞，而在小店热闹的背

后，有许多年轻人在默默发力。

借一杯冻梨咖啡输出东北文化

“冻梨加咖啡，一杯接一杯”。“尔

滨”出圈的日子里，坐落在中央大街巷

子里的鹿鱼咖啡店里，冻梨咖啡有时一

天能卖上百杯。

属于东北人儿时记忆的“冻梨”，

一夜之间变得如此洋气，竟叫土生土长

的哈尔滨人，直呼“看不懂了”“咱也

没见过”。

这家开在一栋小洋楼里的咖啡店，

早咖晚酒，推门进去，浓郁的复古欧式

装修风和中央大街的风格十分呼应。今

年年初，走进咖啡店买冻梨咖啡的人突

然多了起来，店员们这才发现原来自家

的冻梨咖啡被人推上了网。店长曹庭祥

未曾料到冻梨咖啡这么火，“我们店早在

2018年就推出了冻梨咖啡”。

“小时候东北冬季新鲜水果很少，家

家户户都会有冻梨、冻柿子，这些都是哈

尔滨人的童年记忆。”曹庭祥感叹，这几

年咖啡馆经营下来不易，经历过扩店和疫

情，鹿鱼咖啡也和许多小店一样，曾在艰

难中求存。2023 年咖啡馆走上了复苏的

轨道，小店也在去年冬天精心做了很多设

计、打造网红场景，以此吸引年轻人。到

了今年年初“尔滨”火了，冻梨出圈，不

仅是外地游客，更多的本地人也开始注意

到这家小店。

曹庭祥并不想过度消费冻梨，“越是

外地游客多的时候，越要严谨，要把控好

原材料品质，不能一味地做营销而忘了做

好产品本身”。 （下转2版）

挖掘地方文化 唤醒城市活力

“尔滨”出圈背后的青春小店力量

□ 宁 迪

在对家乡青年的采访中，我几
次红了眼眶。他们用文化创意赋能

“尔滨”，让我看到，无论是留下来
的还是走出去的，东北孩子并不会
忘了自己身上的东北基因。

年 轻 人 对 故 乡 的 惦 念 和 牵
挂，正在用他们这个时代的玩法

和方式去转化。在他们身上，我
看到了一种希望：无论自己有多大
的能力、身处何地，都想努力用自
己的所学所长，为黑土地的未来

“挖呀挖呀挖”。
他们深知，尽管东北的发展

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却瑕
不掩瑜。

“尔滨”值得被看见，东北值得
被关注，东北的年轻人更是大有可
为。犹如我们的祖辈父辈一样，这一
代的年轻人也在为东北续写荣光。

为家乡续写荣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武欣中

“手摸到脏东西会不干净，不干净

容易生病，生了病就要耽误学习。”一

段时间以来，深圳市龙岗区某高中学

生小吴被自己遏制不住的洗手行为困

扰着，甚至觉得自己得了强迫症。得知

离学校不远的区党群服务中心“安心

驿站”能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小吴前来

寻求帮助。

“安心驿站”的心理咨询师对他进

行了心理测评，结果显示，小吴有较严

重的焦虑，有强迫倾向。通过进一步交

流了解到，小吴的父母一直对他要求严

苛，放学后要立即回家，要在规定时间

内吃饭、完成作业等，一旦超时就会遭

到严厉批评。从小到大，小吴一直都很

听父母的话，生怕达不到父母的要求。

上高中后，学习压力增大，小吴担心生

病会耽误学习，开始出现反复洗手的行

为，每每临近考试，洗手就会更频繁。

经过两个月的跟踪服务，咨询师通

过脱敏疗法帮助小吴逐步摆脱了洗手

的困扰，同时还对其家长进行了访谈教

育，引导家长今后在家庭亲子沟通中减

少对孩子的苛责要求，更多地给予他接

纳和鼓励。在咨询师的帮助和家长的配

合下，小吴慢慢学会了用科学有效的

方法调节焦虑情绪，以较好的心理状

态投入到学习中。这是记者在龙岗区

“安心驿站”采访时了解到的一个案例。

近年来，受学业压力、升学压力、家

庭关系等因素影响，青少年群体心理健

康问题频发。为了让市民特别是青少年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专业的心理

健康服务，自 2021年 3月起，深圳依托

成熟完备的党群服务中心体系，在全

市 10个区、663个街道社区以及 29个
园区楼宇党群服务中心设立“安心驿

站”712个，各级“安心驿站”结合地域

特色及受众特点，聘请专业心理咨询

师团队提供热线倾诉、科普宣传、心理

咨询等服务，采取科普讲座、心理咨询、团队训练等形

式累计开展各种活动 15万场，惠及居民 253.6万人次。

龙岗区是深圳的人口大区，目前，该区在各级党群

服务中心设立“安心驿站”117个，构建起由“心理咨询

师+党群社工+志愿者”组成的专业心理健康服务队

伍。在区级“安心驿站”，记者看到，这里设置有心理咨

询室、情绪疏导室，整体环境清新淡雅，不但有专业的

心理咨询师驻站，还配备 HRV身心反馈训练系统、心

理沙盘等辅助训练设备。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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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王 磊

2001 年出生的任金鹏是所在工区年龄最小

的职工。比他大 3个月的高宇鹏来自黑龙江，年

纪不大但工作踏实。同样 23 岁的陈汛来自湖

南，24岁的壮族小伙黄鼎恒则来自广西。

这群年龄相仿的小伙子，今年在大山里的岗

位上，度过了人生中第一个不回家的春节。

他们是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芜湖工务段黄山

北高铁线桥车间祁门南高铁综合维修工区的线路

工，分布在黟县东站、浮梁东站、祁门南综合维

修工区 3处值守点，负责杭 （州）（南） 昌高铁

黄山至南昌段 78.24公里线路和 28组道岔的养护

工作。

杭昌高铁黄昌段于 2023年 12月 27日正式开

通运营，串联起 80 多个 4A 级及以上风景名胜

区，是连接浙皖赣三省的世界级黄金旅游线。这

段高速铁路的桥隧比超过 80%，隧道区段占比超

过 60%，作为杭昌高铁黄昌段的第一代护路人，

年轻的线路工坚守在大山深处。

除夕当天隧道扫山保安全

2月 9日除夕，一大早，扫山队伍检查望远

镜、测距仪的状态，开始进行扫山作业。虽然高

铁列车通过隧道的时间最多不过一两分钟，但驾

驶工程车从地面公路到达隧道口却要沿阊江溯流

而上，并在群山峡谷间绕行。上午 9点半，他们

抵达扫山的起点——米子坑隧道。

据悉，综合维修工区管内共有 13 条隧道，

他们每两周就要对所有隧道口及周边环境进行一

次全面检查，也就是俗称的扫山。工区工长吴飞

墙介绍，扫山最重要的是“扫”字，目的就是及时

发现植被和危石对行车造成的安全隐患。

“前段时间下了雨，这次巡查我们就需要对山

体进行防洪隐患检查，重点检查铁路安全保护区范

围内的情况。特别过年这几天，有人燃放烟花，一

旦引燃保护区内的枯树杂草，会严重影响高铁运行

安全。”高宇鹏说。

山路蜿蜒崎岖，雨后更是泥泞难行。米子坑

隧道山高坡陡，到隧道顶的巡查梯沿山势修建，

坡度超过 60度，每级台阶高度都超过 50厘米，最

窄的阶梯只有 10 厘米宽。“第一次爬完下来，感

觉手和腿都不是自己的了，疼了好几天。”黄鼎

恒说。 （下转2版）

杭昌高铁黄昌段第一代护路人：

95后高铁线路工扎根大山过春节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昶荣

2月 8日，农历腊月二十九，广西梧州红

十字医院门诊部主任钟灿春节前最后一天值

班，像往常一样，她又接诊了几名因心理问题

而引发慢性胃炎的患者。

作为一名全科医生，近年来，钟灿经常在

门诊中遇到需要心理治疗的患者，其中不乏

青少年。除了慢性胃炎，这些患者还可能有头

疼、头晕、失眠等问题，钟灿深入了解这些患

者后，发现他们的抑郁或者焦虑问题很明显。

钟灿在门诊遇到的问题并非个案。中国

科学院心理所 2023年 2月发布的《中国国民心

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显示，被调查者

的抑郁风险检出率为 10.6%，焦虑风险检出率

为 15.8%，其中，18-24岁年龄组的抑郁风险检

出率达 24.1%，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组。中国科

学院心理所同时发布的《2022年青少年心理

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14.8%的被调查青少

年（10-16岁）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

早发现、早治疗是治疗疾病的重要法则，

心理疾病也是如此。然而，心理疾病的治疗存在

一些困难。心理疾病是慢性病，治疗周期一般为

半年甚至更久，由此带来的疾病负担也较重。药

物治疗、心理咨询和康复治疗等都是心理疾病

的治疗方法，其中只有少部分被纳入了医保，剩

下的绝大部分负担落在了患者身上。

钟灿的患者可能并不知道她的另一个身

份——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2023年 3月，钟

灿把在门诊中遇到的心理疾病患者看病负担

重的困难，写进了她提交给十四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的建议中，在这份名为《关于将“心

理治疗”项目纳入医保统筹范围的建议》中，

她写道：“心理治疗的社会需求非常大，将心

理治疗项目纳入医保门诊统筹，不仅能缓解

患者的经济压力，提高寻求医疗救助的主动

性，而且能借这个契机，让人们逐渐提高对心

理问题的认知……鼓励人们遇到心理问题积

极就医，减少其羞于求医的顾虑，使越来越多

的人关注心理健康，并且促使医保体系更加

完善。” （下转2版）

国家医保局答复全国人大代表建议：

更多“心理治疗”项目将纳入医保

2月 18日，内蒙古呼伦贝尔，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短道

速滑男子 1000米决赛，吉林队孙龙（前）在比赛中领先。最终孙龙

获得冠军。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曲俊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