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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首日数据来了！全社会跨区域
人员流动量近1.9亿人次，其中公路人员
流动量超1.7亿人次，超过铁路客运量。

数字变化的背后，是人潮的涌动，是
久违的年味，是流动中国迸发的旺盛生机。

大客流再创新高

26日 0时 15分，开往四川渠县的
K4562次列车缓缓从广州站驶出，向北
而去。

“今年客流将再创历史新高。”广铁
集团客运部总工程师彭翔说，广东省预
计今年春运发送旅客4680万人次，日均
117 万人次，与 2023 年同期相比增长
39.6%。

千里之外，郑州东站，高峰期平均每
1分钟会有300多名旅客从这里出发，前
往全国各地。

除了乘坐火车，今年春运，更多人将
通过自驾的方式参与其中。

在外务工的甘肃人杨军今年选择自
驾返回甘肃省灵台县过年。“去年年底县
里刚通了高速，路好走也快。”杨军说，看
着高速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辆，更令他
思乡情切。

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春运选择自
驾出行的客流约72亿人次，将创历史
新高。

今年春节假期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时
段为2月9日至17日，开车回家费用将
更少；服务区停车、充电、加油、餐饮等服
务管理持续提升，遇到应急突发事件，清
障救援将更及时。

好服务提升新体验

科技助力安全，科技优化服务。
京张高铁部分沿线车站内，除了脚

步匆匆的旅客，还有一些形象可爱的客
运智能服务机器人往来穿梭。这些机
器人可以提供站内导航、查询列车到发

时间等基本服务，还可以帮旅客运送大
件行李，大大方便了有特殊需求的旅客
出行。

春运期间，不仅有硬科技，还有软
服务。

27日，汉口站二楼候车室，一些艺
术家现场表演器乐演奏，吸引旅客驻足
观看。中国铁路武汉局组织湖北省文联
艺术家和职工书法家在候车室为旅客举
行文化展演、现场为旅客写春联。

南航将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
城市出发的20余条航线开设春节主题
航班，以各地独具特色的航班活动、氛围
浓厚的机舱布置、充满诗意的特色广播、
春节特色的美味餐食，为旅客送上新春
的祝福。

新潜能激发新活力

春运首日，沈阳北站，满载500多名
旅客的D8083次列车准时发车。他们之

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前往长白山站，体验
美妙的冰雪之旅。

今年春运期间，或者“北上看雪”，
或者“南下避寒”，“旅游”成为不少人的
首选。

同程旅行平台数据显示，进入1月
以来，关于三亚旅游搜索热度环比上涨
302%。美团平台海南目的地预订酒店
订单总数为 7.8 万间，订单总金额为
5000万元。

“人”的出行充满活力，“物”的运输
快速有力。

辽宁凌源是北方重要的花卉种植
地，春运期间，沈阳铁路部门开行动车组

“鲜花班列”，将凌源的各类花束运往全
国各地，也进一步助推当地乡村振兴。

春运路上，一份份包裹饱含思念，运
往远方。

春运，旅途的形式不断在变，但人们
团圆的心始终不变。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岁末年
初，新华社记者在一线调研采访中观察
到，我国金融业正加快创增量、优结构的
步伐，持续推进业务创新，不断发力提升
实体经济服务质效，助推经济社会实现
高质量发展。

着力推进经济和金融高质
量发展

参加晨会、汇报当日工作计划，处理
老客户续贷、展期等需求，拜访新客户，
撰写授信调查报告……“银行人”的一天
充实、饱满。

新年伊始，光大银行南京分行对公
客户经理晏冰已马不停蹄地拜访了十几
家企业，发放贷款近2亿元。晏冰为扬
州戴卡轮毂制造有限公司办理投放的
1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成为了南京分
行落地的新年首笔“专精特新企业贷”，
满足了企业扩产的融资需求。

“去年光大银行选定‘科技金融’作
为经营发展三大新赛道之一，并推出了

‘专精特新企业贷’‘专精特新巨人贷’等
特色产品，优化授信模型、提高审批效
率，激励我们强化对科技型企业客户的
服务。”晏冰说。

“去年以来，金融机构对科技创新、
基建、民营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等重点领
域和薄弱环节的资源配置继续‘加力’，
并呈现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明显特征。”招
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说。

去年10月底举行的中央金融工作
会议指出，优化资金供给结构，把更多金
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
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

记者观察到，金融机构已积极行动
起来，布局相关领域，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东海之滨，六台“华龙一号”百万千
瓦级压水堆核电机组将分期落地浙江省
宁波市象山县南端。去年底，浙江金七
门核电项目获得核准。为服务“双碳”目

标、优化能源结构，中国工商银行组建行
内银团，拟对项目一期工程授信9亿元。

“工行将绿色金融上升至全行战略
的高度来统筹推动，前瞻调整投融资布
局和结构。”中国工商银行信贷与投资管
理部主要负责人李夺表示，工行大力支
持清洁能源、绿色交通、节能环保等领
域，从考核、授权、定价等方面配套差异
化政策，努力让金融活水成为绿色之水、
生态之水。

透视发展之变，数据最有说服力：目
前工商银行绿色贷款余额已突破5万亿
元；建设银行绿色贷款余额超3.6万亿
元；光大银行2023年末绿色贷款规模比
上 年 末 增 加 1144.73 亿 元 ，增 长
57.44%……瞄准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
展趋势，绿色金融正逐渐成为支持实体
经济的重要抓手。

做好普惠小微金融服务

两条橡胶混炼生产线的出口一刻不
停地挤出成品胶，稍作处理后继续加工
成密封垫、连接管、汽车减震垫等配件，
广泛应用于家电、汽车等领域……在河
北佰特橡胶科技有限公司橡胶密炼中心
的热浪中，财务总监闫志华心情很好。

“年前订单多，备货量大，多亏衡水银行
800万元贷款来得及时，我们加班加点
生产，原料已经备足。”

闫志华介绍，随着订单增多，公司流
动资金有些紧张，衡水银行得知后给公司
审批了一笔低成本贷款，并快速放款。目
前，公司订单额已增长超2000万元。

大部分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存在
轻资产运营、缺乏抵押物等特点，时常面
临融资难题。

护航普惠金融，离不开政策支持。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做好包括普惠金
融在内的五篇大文章；国务院印发《关于
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普惠小微贷款的认定标准由现行单户授
信不超过1000万元放宽到不超过2000

万元；延续实施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
1月25日开始下调支农支小再贷款、再
贴现利率0.25个百分点……

服务普惠小微，更离不开金融机构
主动作为。“小微企业有三大特点，一是
企业面广量大，二是用款短小频急，三是
企业特质不同，差异化、个性化金融需求
比较突出，金融机构运用科技手段就显
得尤为重要。”江苏银行副行长罗锋说。

记者调研发现，当前不少银行运用大
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持续
提升客户精准画像能力，优化风控体系，
助力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从抵押贷款
到信用贷款的转变，纾解融资难题。

“1月份苹果迎来了一波销量高峰，
特别是一些高品质果品供不应求。”山东
省临沂市蒙阴县种植户牛庆花说。

依靠牛庆花开设淘宝店销售农产品
的销售、物流等一手经营数据，网商银行
的大数据风控系统为她给出信用画像，
并提供了20万元免息贷款，用于采摘旺
季收、储、运、售各环节的资金支出。“获
得贷款以后，我同时有了良好的征信记
录，好几家农商行主动联系我提供资金
支持。”牛庆花说。

截至2023年末，我国普惠小微贷款
余额同比增长23.5%。中国银行研究院
副院长周景彤认为，下一步，金融机构应
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首
贷、续贷、信用贷、中长期贷款的投放，同
时加快科技赋能，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
展更上新台阶。

竞逐金融服务新赛道

“机器满负荷，工人三班倒，生产旺
季电费开支翻了5倍。如果电费能融资
支付，我们就有更多的资金来采购原
料。”广东汇发塑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洪琼说。

与轻资产企业相比，制造型企业电
费开销占生产成本比重较高，“电费焦
虑”常年存在。浙商银行采用企业历史

用电数据核定授信额度，按日计息，创新
信贷产品，满足企业电费支付需求。广
东汇发塑业科技有限公司获批信贷298
万元后，流动资金压力大幅缓解。

“节水贷”“牦牛贷”“拉面贷”……随
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金融机构持续创
新产品和服务，竞逐新赛道，以适应多元
化融资需求。与此同时，金融机构也在
积极探索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丰富融资
模式。

研发中心实验室里，油气井固井、酸
化、压裂测验有序开展。“购置固井剂等
材料产生了大量资金需求，但公司缺少
传统抵押物，融资问题制约了公司进一
步做大做强。”山东欧博特石油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董事长肖志军感触颇深。

拥有大量油气井方面专利是该企业
的优势所在。东营农商银行利用企业一
项发明专利和两项实用新型专利，为其
办理了490万元的专利权质押贷款，解
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发布的
《关于加强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
服务的通知》提出，拓宽抵质押担保范
围，加快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探索基
于技术交易合同的融资服务模式。

政策支持之外，各地也积极开展相
关探索——

放眼全国，浙江宁波开展专利质押
线上办理及全流程无纸化试点；海南海
口发文，由中央、市级两级财政共同出资
3000万元，对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进行风
险补偿；天津滨海新区利用知识产权质
押融资风险补偿资金推进知识产权质押
融资业务，开展知识产权反担保业务
……金融创新越来越有保障。

“2024年我们将着力建设规范、透
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金融市场，进
一步优化融资结构、市场体系、产品体
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
效率的融资服务。”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
功胜说。

1 月 26 日拍摄
的建设中的西康高
铁镇安西站（无人
机照片）。

春节临近，西
安至安康高速铁路
的建设者坚守在工
作岗位，加紧推进
工程建设。截至目
前，西康高铁“路、
桥、隧”站前工程累
计 完 成 建 设 投 资
100.23 亿元，占项
目 建 设 总 投 资 的
54.6%。

西（安）（安）康
高速铁路是国家中
长 期 铁 路 网 规 划
中“八纵八横”高
速铁路网包（头）
海（口）通道的重
要组成部分，全长
171 公 里 ，设 计 时
速 350 公里，计划
建设工期5年。

□据新华社

2024年春运直击：

大客流呈现新活力
□新华社记者 叶昊鸣 樊曦 王聿昊

服务实体经济金融再发力
□新华社记者 张千千

一根丝、一块布“织”入先进科技，会带来多少种可能？
开年之际，记者走进浙江绍兴柯桥区的中国轻纺城

集群。
穿行在店铺林立的轻纺城里，犹如置身布匹的海

洋。在这里，随处可以遇到能独立开发特色面料的实力
商家。

在东区一家名为“衣上”的店铺内，销售经理罗立琴
拿起一块名为“竹丝缎”的样布说，它将绿色环保的竹纤
维和抗皱性强的聚酯纤维织在一起，不仅细腻光滑，还
能透气吸湿、抗菌防皱。

“一些功能性面料研发长达半年。虽然研发成本较
高，但产品附加值高才更有竞争力。”这家店铺的面料开
发总监龙平告诉记者。

依靠科技创新增强产品竞争力，早已成为3万多家
经营户的共识。

“去年，我们与国家石墨烯创新中心共同研发集抗
紫外线、抑菌、抗静电、远红外、吸湿、速干等功能于一体
的石墨烯科技环保面料。”位于轻纺城坯布市场的绍兴
汉途纺织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宇告诉记者。

这家公司将功能性面料作为新增长点，去年总销售
额同比增长53%。“这段时间，工厂800台织布机连轴
转，订单已排到4月份。”朱宇说。

尽管面临需求不足等诸多挑战，中国轻纺城仍交出
一份亮眼的成绩单。2023年，中国轻纺城市场群成交
额超2700亿元，同比增长8.22%，“线上线下”两个市场
成交额超3600亿元；柯桥区纺织品出口额达1094亿
元，同比增长5.15%。

如今，向高端面料挺进、打造面料品牌成为众多布
商的目标。在万姿科技有限公司的一楼展厅，用索罗娜
环保纱线、TR无胆防绒、TAC三醋酸、中空纱等高端面
料制作的样衣一字排开。

“这件羽绒服的面料集低静电、防风拒水、高透气透
湿性等功能于一身，很受高端羽绒服成衣品牌的青睐。”
万姿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叶时平说，“我们正在推进面料
品牌建设。每件由万姿面料制作的成衣都会挂上专属
面料吊牌，这让面料也拥有了‘身份证’。”

纺织面料行业素来竞争激烈，如何在稳固线下的基
础上不断拓展线上展销渠道，是布商们面临的挑战。

利用一款名为Style3D的设计软件，浙江捷信纺织
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对几千款印花图案进行数字化，制作
了近百件数字样衣，并用AI数字人模特进行虚拟走秀，
从而更直观地在线上展示布料。“为了提高面料销量，我们往往会制作一些样衣。
如今通过样衣数字化，可以帮助更多无法到现场看布的面料批发商、成衣商感受
布料效果。”公司总经理刘化海告诉记者。

在柯桥，“千丝万缕”既可织布做衣，也可变身为全新材料，投身更广阔的工业
天地。

走进浙江梅盛新材料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李小强拿起一块灰色的仿麂皮样
布，向记者介绍说，“这是聚氨酯超纤革，不仅轻，透气性好，还能阻燃。这种材料
已经运用到多款电动汽车的内饰中。”

李小强说，公司正和浙江省现代纺织技术创新中心进行密切合作。
在这个技术创新中心，记者看到了“一根丝”的无限可能：高强度的防弹衣，医

用人类心脏“血管”，可以隔热、隔音、阻燃、防潮的航空级玻璃纤维棉毡，能在深海
系泊工程中使用30年的特种缆绳……这些神奇的产品已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
天、海洋装备、医药等领域。

“科技创新对纺织产业附加值提升的作用不可估量。”浙江省现代纺织技术创
新中心负责人说，自2022年7月成立以来，中心已联合企事业单位开展了80余项
关键技术攻关，为数百家企业提供了形式多样的服务。

既可为传统面料增加新功能，又可化身新型材料上天入海——
科技力量正不断推动纺织行业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带来业态更新与价

值延伸，创造出更多“布”可能。

2023年12月18日深夜，甘肃省积
石山县发生6.2级地震。在甘肃，地震
导致5万余户家庭受灾，其中，14万余
名群众需要紧急安置。物资供应、安置
重建、温暖过冬，多项任务艰巨复杂，考
验着积石山县全体干部群众。震后一
月有余，记者回访积石山县，看到了人
们为灾后新生活展开的谋划与努力。

在石塬镇秦阴村安置点上，一张特
殊的清单摆放在村委会办公桌上。这
是一张地震发生后11天里，该村接受全
部援助物资的清单。接收种类达61种，
涵盖米面粮油到牙膏洗衣粉等全部日
常生活用品，还有各种副食、电饭煲、棉
被衣物等。这张清单是积石山县震后
物资援助的缩影，在积石山县受灾的每
个村子里，都能看到这样的清单。

这些物资来自全国各地，有中央、
省、市拨付的应急物资，也有各地爱心企
业、爱心人士的捐赠。除了一次性发放
的物资外，还有定期收到的物资，免费的
炭火、蔬菜、卫生用品等，电信运营商甚
至将免费的无线网络接入到群众家中。

再见到秦三虎时，他已和老伴从秦
阴村的帐篷安置点搬进了活动板房。
走进“新家”，炉膛里的火烧得正旺，墙
边堆满了各种物资。

“米面油够吃好几个月，过冬的煤
炭、炉子也有人送，现在什么都不缺，只
有一个心愿，就是早点搬进新家。”秦三
虎告诉记者。

在安置点上，卫生室、临时警务室、
村委会、邮局等一应俱全，满足了受灾群
众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有的人家已早早
贴上了春联和福字，有的人去山下的镇
子上采购。拉着农副产品的大车前、铺
开的地摊旁，都围满了采购年货的人。

除了渐浓的年味，在安置点上，还
有热火朝天的干劲。

在大河家镇陈家村，一场场针对家
政、护理、烹饪等的技能培训活动正在
开展。吴志林是电焊班的第一批学
员。地震时，他家的二层小楼出现坍
塌，本打算去南方务工的他留下来照顾
妻子和7岁的女儿。“听说有培训，村里
只要是年龄合适的青壮年都报名了。
手上学点东西，心里就踏实了。”

除了电焊工，砌筑工、钢筋工、架子
工培训等都在展开，吴志林和村里的年
轻人摩拳擦掌，准备学习一门技术，在
来年的重建中大干一场。有村民告诉
记者，明年全家都不去外地，就在家门
口务工。

“那边是家政培训班，我妻子也报
名了。”吴志林指向隔壁一间板房，小小
的屋子里挤满了来听课的妇女，每个人
都带着小本，边听边记。她们在老师的
带领下分组训练，有的练习洗涤、熨烫、
除污，有的给人体模型翻身、按摩，讨论
声此起彼伏。

记者从积石山县人社局了解到，截
至1月26日，各安置点累计开展劳务培
训5973人次，类型涵盖电焊、家政、护
理、中式烹调等。

重建如何进行，党委政府拿方案，
群众更要拿主意。每家每户都有不同
的问题，是原址重建，或易地搬迁，或维
修加固，都要征得群众的同意。

这些天，在积石山县各个灾后安置
点上，一场场别开生面的协商会议正在
紧锣密鼓地召开。

石塬镇党委书记李自蛟一直在各
个安置点上跑来跑去，召开村民大会，
倾听群众意见，宣传重建方案和政策。

在宋家沟村，李自蛟和干部们鼓励
每位群众讲出自家困难和问题，一一记
录在本子上，并写下群众的姓名和联系
方式。

李自蛟告诉记者，为方便群众生产
生活，他们考虑在集中安置中采取以大
规模安置和小规模安置相结合的方式，
在避让灾害隐患的前提下，全县初步遴
选了13个大的集中安置点和34个小的
集中安置点。

积石山县县委副书记祁小军介绍，
为高质量完成重建工作，全县已谋划上
报各类灾后重建项目300余项，涵盖居
民住房、基本公共服务、交通设施、城乡
设施、生态修复、产业修复、防灾减灾。

日子更有希望，生活更有信心。目
前，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积石山县
干部群众正在走出阴霾，迈向新的生
活。许多群众已互相约定，来年在新的
家园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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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过年 重建新生
——积石山地震灾后一月回访

□新华社记者 姜伟超 胡伟杰 王紫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