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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窦菲涛 史宏宇 乔然

今年元旦假期，是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后

的首个小长假。元旦前后，《工人日报》记者

深入北京多个交通枢纽、知名商圈和风景名

胜发现，首都的客流、车流、人流正在陆续恢

复，不少市民接受采访时表示，“京城的烟火

气回来了，生活会越来越好。”

据悉，元旦假期，北京市商务局重点监

测的百货、超市、专业专卖店、餐饮和电商等

业态企业实现销售额 35.3 亿元，恢复至去年

同期 83.8%，全市 52 个重点商圈客流量达

1218.1万人次。

3年来的第一次离京

2022年 12月 30日，记者在北京西站北广

场进站口看到，进站安检的乘客络绎不绝，大

部分乘客都戴着 N95口罩，“好久没有看到这

么多人了！”一位车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为了方便旅客出行，北京西站提前对旅

客服务设备进行排查，加强保洁消毒，为旅

客提供安全放心的候车和乘车环境。针对

老年人等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网络购票等情

况，售票厅增加了引导人员，为老年人提供

购票、咨询、12306 网站注册等服务。此外，

爱心候车室还备有专用的轮椅、担架，为特

殊重点旅客提供爱心接送站服务。

北京西站工作人员袁旭冉介绍，该站当

日共发送旅客 6.8 万人，旅客出行方向主要

集中在郑州、武汉、西安、保定、石家庄、邯郸

等地，以探亲流为主，还有部分旅游流。

在候车室，记者随机采访了多位乘客，

他们都已经“阳康”，身体基本康复。来自陕

西汉中的陈先生告诉记者：“自己‘阳康’了，

在老家的亲人也都‘阳过’了，这才敢回去。”

回家前，他给家里网购了感冒药、口罩、消毒

液等防护用品。

正在候车的周同学是一名大二学生，准备

乘车回湖北恩施老家。“新的一年，希望能多回

家看看，父母都能健健康康的，校园生活也能

更加丰富多彩，多一些来自校外的活动。”

“我已经 3年没离开北京了，现在可以出

去玩了，希望 2023年能去云南玩一趟。”正在

候车的李女士，准备返回河北保定，这是她 3

年来第一次坐火车离开北京。

除了铁路之外，机场也渐渐恢复往日的

热闹。元旦假期，首都机场共执行航班 1719

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 18.31 万人次，大兴机

场共执行航班 1247 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

14.34万人次。

跨年夜各大商圈人潮重现

2022 年 12 月 31 日，记者在北京三里屯

商业区看到，商圈人流涌动，十字路口站满

了等待过红绿灯的行人，路上的车也排起了

长长的队伍。当晚是跨年夜，不少市民外出

聚餐庆祝新年。

三里屯商圈的热闹并非孤例。据悉，北

京消费季跨年活动“2023 北京年货节”携手

60 余个商圈、千余家品牌开展年味特色促

销，昌平商圈、烟袋斜街商圈、北苑商圈、西

红门商圈、长阳商圈、门头沟南部商圈和燕

莎商圈客流量恢复至去年同期 85%以上。

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南三里屯路通盈中

心的一家火锅店，消费者陈女士早早就预定

了餐位为朋友庆生。“最近基本上都在外面就

餐，外出就餐的食客明显多了，昨天去一家烤

鱼店已经要等位。”陈女士表示，新的一年，希

望未来的生活能够正常，自己和男朋友可以

去喜欢的地方旅游，特别是出境旅行。

正在就餐的彭硕告诉记者，“现在公司

已有团建聚餐，路上的车流也多了，看着‘小

伙伴’们返岗工作，还是挺高兴的。”

一家火锅店店长告诉记者，当天店里的

生意和客流量是近期最好的一天，“客流量

也由 2022 年 12 月以前的每天两三百人增长

到现在的每天五六百人，相当于 2019年每日

客流量的八成左右。”目前火锅店出于安全

考虑，持续做好消杀工作和员工体温等健康

检测，让消费者放心堂食就餐。

某餐饮集团相关负责人欧阳晓娟向记

者表示，集团目前已推出优惠返券活动等多

种措施，预计到 2023 年 3 月，餐饮市场行情

会更加趋向稳定。

市民出游热情高

2023 年 1 月 1 日，记者在北京八达岭长

城、颐和园、什刹海等景区采访发现，不少市

民纷纷外出游玩。而来自北京市公园管理

中心的数据显示，这个元旦假期，北京市属

公园共接待游客 50.8万人次。

记者从八达岭长城景区了解到，最近一

周客流量逐步增长，其中还有一些从外地来

的游客。在颐和园冰场，“狗拉雪橇”等热门

项目甚至要排队半个小时才能玩上。

“疫情防控措施优化后，景区的客流量

也在逐步增长，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客流量

有 4000多人；1月 1日，截至 15时也已经接待

近 7000 名游客。”八达岭智慧旅游有限公司

票务分公司副经理李海峰表示，元旦小长假

市民出行的热情很高，相信春节假期乃至

2023年，旅游业会持续复苏。

八达岭景区管理部部长张伟介绍，景区

700 多名工作人员参与保障交通、安检等工

作，让游客享受安全、欢乐、祥和的元旦假期。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的数据则显示，元

旦假期，北京市重点监测的 151 家旅游景区

累计接待游客 268.9 万人次，恢复到 2019 年

同期的 86.4%；累计营业总收入 24827.1 万

元，比 2019年增长 44.5%。

在八达岭长城上，记者采访了来自深圳

的游客梁女士。“我和两个孩子都还没有‘阳

过’，这次专门带他们来爬长城，这是孩子们

第一次看见长城。”梁女士说，“对于新冠并

不太担心，随身带了消毒湿巾，防护工作做

足了就好。”

前往八达岭长城游玩的北京市民王女

士，是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第一波感染者。

“我当时和家人是错峰感染的，还能互相照

顾，症状也比较轻微。”王女士表示，现在还

是要继续做好个人防护措施，避免重复感

染，“在新的一年更努力地生活！”

记者探访发现，北京的客流、车流、人流正在恢复，不少市民接受采访时表示——

烟火气回来了，生活会越来越好
阅 读 提 示

本报记者 蒋菡

2022年 12月，南水北调中线配套的河南

省安阳市西部在地图中查看调水工程将南水

提上太行，一渠好水接续润泽红旗渠的故乡。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全面通水 8年

来，持续扩大调水综合效益，依托南水北调国

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沿线受水区不断完

善配套工程，国家水网加速构建。随着“渠成

水到”，华北大地上形成了一张张大小不一的

区域水网，受水区水资源统筹调配能力、供水

保障能力、战略储备能力进一步增强，南水北

调工程已经成为沿线 42座大中城市 280多个

县市区的生命线。

水来了，“钧瓷之都”不再靠雨水

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镇是“钧瓷之都”。“过

去制作瓷器用水都去驺虞河里拉水，河水干

了之后，只好打深水井，电费高，水质差，便选

择水窖接雨水用。”禹州供水公司神垕水厂董

事长王敏霞说，“雨水也不够用，瓷器生产企

业只好从 30 公里外拉水，每吨水近 40 元，很

多企业支撑不下去。”

2015 年 1 月 12 日，中线一期工程向禹州

市和神垕镇正式供水，年平均供水 396 万立

方米，彻底解决了古镇缺水问题。“现在用南

水烧制的瓷器釉表面光滑剔透，品质极佳，产

品价格比以前提高了 20％到 30％。”神垕镇

金鼎钧瓷有限公司总经理高丙建说。

截至 2022年 11月底，神垕镇累计使用南

水 2004.48万立方米，充足的南水让当地钧瓷

产业实现了规模化发展，该镇目前拥有 260
家钧陶瓷企业，年产钧瓷 150 万件以上。各

类陶瓷衍生产品年产值达 28亿元，该镇也获

评“全国农村 100个小城镇经济开发试点镇”。

东中线一期工程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

整，助力沿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河南省、

河北省关停并转水源保护区内的污染企业和

养殖项目，大力发展绿色、循环、低碳工业。

邯郸钢铁、马头电厂、定州华电、保定长城等

骨干工业产品质量进一步提升，为调结构、转

方式、促转型创造了空间。

水来了，一座座大棚连成了片

今年，河北省魏县双井镇李照河村农民

李 俊 平 家 的 优 质 高 产 水 稻 亩 产 量 达 到 了

1000 斤，利用水稻秸秆试种出的赤松茸每斤

卖到了 25元，腰包比往年鼓了不少。东中线

一期工程置换出大量地下水和地表水,原来

被挤占的农业用水退还于农业,提高了沿线

地区农田灌溉保证率。

2016 年 6 月，魏县配套工程南水北调水

厂正式切换南水。通过优化配置各种水资

源，魏县充分利用黄河水、卫河水和岳城水库

水，建设起“全域水网”，串起全县数百个村

庄，大力发展农作物经济。魏县把优质高产

水稻在试种基础上扩大到 5000余亩，传承河

北大鸭梨之乡美誉，把果树面积扩大到了 20
万亩，一座座农业蔬菜大棚连成了片。

“截至目前，魏县使用南水近 9000 万立

方米。去年，魏县成功入选 2022年国家乡村

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魏县南水北调水厂经

理熊志军说。

进入乡村振兴阶段后，魏县双井镇不仅

在水稻种植模式上创新，还将打造集景观、游

玩、农学、耕作于一体的稻香故园，发展乡村

旅游，多业态增加农民收入。

水来了，直接受益人口1.5亿

从万米高空俯瞰，东中线一期工程如两

条巨龙蜿蜒千里。作为国家水网的主骨架和

大动脉，东中线一期工程目前累计输水超

586 亿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超 1.5 亿人，初

步构筑起我国“四横三纵、南北调配、东西互

济”的水网格局。

在水利部的科学指导下，工程沿线地方政

府依托东中线一期工程之“纲”，初步织就起优

化水资源配置的区域骨干水网之“目”，以重点

调蓄工程和水源工程为“结”，不断编织出我国

从南到北，从城市辐射乡村的两条带状水网。

水资源短缺的京津冀，就正在受益于这

样的水网。

北京市建成了一个沿着北五环、东五环、

南五环及西四环的输水环路，拥有向城市东

部和西部输水的支线工程，以及密云水库调

蓄工程，累计接受南水 84 亿立方米，1500 万

人受益。

82 亿立方米南水源源不断输入天津后，

1400 万人受益，天津市逐步形成了一个以中

线一期工程、引滦输水工程一横一纵为骨架

横卧的十字型水网。

中线总干渠与配套工程相连，在河北省

形成了一个梳子状的水网。河北省 3200 万

人受益，500 多万名群众告别了长期饮用高

氟水和苦咸水的历史。

南水北调工程已成为沿线 42 座大中城市 280 多个县市区的生命线

在华北大地编织“水网”

舒年

春节即将到来，全国多地发布了稳岗留工措施，并为

此拿出了“真金白银”。比如有的城市对春节期间在当地

用工企业坚持工作的非当地员工，给予专项补贴。还有

一些地方开展“稳岗留工”慰问活动，向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等群体赠送礼包和专项慰问金。这些“真金白银”的做

法，值得肯定和鼓励。

每逢佳节倍思亲，常回家看看，不只是探望亲人，也

会领略家乡的变化。春节返乡对于在外务工的游子而

言，不仅仅意味着一个个家庭的团聚，也饱含着游子对建

设美好家乡的殷殷期盼。很多职工在较长一段时间未能

过年回家，对于他们的需求，企业应当予以支持和帮助。

不过，在春节期间，由于客观需要，许多岗位不能没

有人坚守。他们要维持一座座城镇的正常运转，维持重

点企业的正常生产，维持民生保障设施的正常运行，从工

业、交通到日常商贸物流不一而足，这其中也包括了相当

数量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这些

岗位的劳动者，对于维持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也做出了

很多努力，许多人也为此很长一段时间未能返家。他们

的返家需求理应得到理解，他们过往的坚守当然值得肯

定。正因如此，春节稳岗，除了要拿出“真金白银”，也要

拿出暖心的“真情实意”，切实温暖关爱留岗职工，解决他

们的实际困难，包括住宿、餐饮和娱乐等各个方面。毕

竟，经济手段并非稳岗的唯一方式。

比如，一些地方针对留岗的外来务工人员，在予以经

济补贴的同时，组织走访慰问和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

动，提供必要的餐饮和物资保障，免费开放公交和公园，

发放消费券、优惠券、门票、演出票、电影票等，还有的地

方鼓励平台企业在节日期间增加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佣

金比例和相应奖励，发放防寒保暖工装等。这些措施都

有助于暖心稳岗，值得其他地方借鉴。

事实上，在春节期间不可避免出现返乡潮的情况下，

稳岗工作还有重要一环，就是帮助职工快速且顺利返

岗。毕竟，谁先招满工，谁就能在新一年的竞争中取得一

定的先机。一些城市已经开始重视提升节后重点地区重

点时段的客运能力，甚至拿出了春节返岗交通补贴，有的

企业在节前就开始提前布局各种“点对点”返岗交通资

源，这些都将便利职工节后返岗，有助于提升稳岗工作效

果。换言之，还没有准备节后返岗方案的城市和企业，也

要加紧准备了。

除了“真金白银”
还 要 真 情 实 意长江沿线保供温暖千家万户

本报讯（记者周怿）记者从中石化西南石

油局获悉，作为中国石化天然气产量最大的

生产企业，该局自去年 10月进入冬季保供以

来，加快生产运行节奏，大力提升天然气供应

能力，投产新井 23口，新增产能 140万方/天，

累计产气 11亿立方米；日生产天然气 2700万

立方米以上，可满足 3600万户城市居民日用

气需求，创历史新高，源源不断为长江经济带

沿线 70多个大中型城市输送清洁能源，保障

人民温暖渡冬。

中石化西南石油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

冬季天然气需求大幅提升，西南石油局全员进

入“应战状态”，超前谋划冬季天然气保供方

案，细化任务指标，提前落实各项保供措施，广

泛开展专项劳动竞赛，提前为打赢天然气保供

攻坚战做好准备。截至 2022年 12月 27日，西

南石油局全年累计生产天然气 82.65 亿立方

米，同比增长 4.7%，累计投产新井 100余口，同

比增长21%,为天然气冬季保供再添底气。

上述负责人表示，西南石油局优化完善

冬季保供措施，精准制定销售策略，主动对接

生产单位和下游客户，提前开展天然气销售

市场调研，跟进客户冬季用气需求变化，做好

互联互通联动保供，科学合理调配天然气，按

照“压非保民”的要求，24 小时保障居民正常

用气。

针对冬季高负荷运行中的重点环节，西

南石油局还开展站场、管道、阀室隐患排查、

整治，强化管网运行安全，严密组织开展重要

设备设施维护保养，升级管道安全防护措施，

积极开展应急演练，全力保障冬季天然气安

全平稳供应。

元旦假期，北京市商务局重点监测

的百货、超市、专业专卖店、餐饮和电

商等业态企业实现销售额 35.3 亿元，恢

复至去年同期 83.8%，全市 52 个重点商

圈客流量达 1218.1 万人次。

走访职工展开暖心服务
本报讯 新年前夕，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三合镇干部到辖

区内企业走访，慰问职工。通过走访了解，他们深入了解务工

人员就业和生活情况，并督促社区干部尽可能为务工人员展

开暖心服务。

据悉，当地通过建立“合作社+村委会、合作社+专业社、

合作社+党支部”的“三方得利”机制，以资源互补、互利共赢

为基础，联合农机、种养等专业社，拓展合作社服务范围，不仅

大大提高了群众的就业率，还为群众提供了基础生活保障。

（罗静）

高速建设全员参与环保
本报讯 在河南省重点工程栾（川）卢（氏）高速公路建设中，

针对栾川县作为全域旅游城市、森林覆盖率位居全国前列的情

况，中铁二十三局的建设者秉承环保理念，全员参与环境保护。

他们坚持“隧道零开挖进洞”“边坡开挖一级防护一级”

“路基施工零扬尘”，安排专人对施工现场周边进行清扫；洒水

车对施工便道、省道和裸露现场进行洒水降尘；对所有出入车

辆进行冲洗；渣土车采取封闭运输；对开挖的护坡草籽绿化，

他们还配备雾炮机不间断喷洒，防尘除尘。 （贺晓东）

北京东城积极推进家庭适老化改造
本报讯（记者赖志凯）“2022年完成了 1200张家庭照

护床位的建设工作，2023将新增签约家庭照护床位 1600
张。”1月 5日，在北京市东城区“两会”举行的第三场新闻

发布会上，东城区委社会工委副书记肖华强如是说。据

悉，2023 年东城区将围绕“七有”“五性”总体布局，进一

步做好从老有所养到品质养老、从弱有所扶到精准帮扶

的提升，不断扩大养老助残服务供给，同步推进家庭适老

化改造。

肖华强介绍，东城区始终把“老有所养，弱有所扶”摆

在突出重要位置：持续推进养老设施建设，完善居家、社

区、机构养老之间的联动机制；促进医养、康养双提升，建

立养老家庭照护床位和街道区域养老服务联合体相结合

的服务机制，及时响应老年人身边、周边、床边的“三边”

需求，构建起“政府兜底+社会互助+市场提质”的养老服

务体系，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同时，东城区落实好困难、失能、高龄等老年人的补

贴发放政策；保障老年人按需选择机构养老或居家养老

服务；加强养老服务驿站社区服务能力。持续扩大养老

床位供给，2022 年，东城区完成了 1200 张家庭照护床位

的建设工作，同步推进居家适老化改造，将照护服务送到

老年人床边。推广全市首创的“区域养老服务联合体”经

验，推进“区域养老服务联合体”建设全覆盖，以养老服务

机构和医疗机构为前沿，盘活地区可用于养老的公共服

务设施，形成一批像“爱心益仓”“一个观众的剧场”等为

老服务品牌项目，把护理服务、医疗保健、精神慰藉、文化

体育等公益服务送到老年人身边。

2023 年，东城区将不断扩大养老助残服务供给，新

增签约家庭照护床位 1600 张，同步推进家庭适老化改

造。持续完善街道养老服务联合体运行机制，加强政府、

社会、市场等各方面养老服务资源的整合利用。加大困

难群体帮扶力度，健全社会救助分级分类保障体系，不断

提升社会救助服务能力。

1月5日，达拉特旗树林召镇的村民在鱼塘中捕鱼。
冬日时节，内蒙古达拉特旗树林召镇的村民在结冰的鱼塘上凿冰、拉网，捕捞人工养殖

的“黄河鱼”，以备春节前夕上市。达拉特旗位于黄河“几”字弯，人工养殖的“黄河鱼”是当地
的一大特色。 新华社记者刘磊摄

黄河岸边的冬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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