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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顾小立 王俊禄

在“减”和“防”上下功夫

28日一早，昆明火车站进出
站的旅客并不多。在车站进口，
戴着口罩的旅客们在工作人员引
导下扫描“健康码”和“防疫行程
码”，经确认后，依次通过智能红
外线“测温门”有序安检进站。

“今年春运人数与往年相比明
显下降。”昆明火车站值班站长张
菊说，不少人响应就地过年的号
召，出省旅客降幅明显。往年春
运，出省旅客超过40%，今年仅为
25%左右。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政策
研究室主任吴春耕表示，按照中
办、国办《关于做好人民群众就地
过年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
今年春运客流将明显减少，全国
春运期间将发送旅客 11.52 亿人
次左右，日均 2880 多万人次，比
2019年下降六成多、比2020年下
降两成多。预计春运开始后实际
人数比预估数量可能还会进一步
减少。

铁路方面，今年春运节前车票
的预售量较往年同期下降近六成；
民航方面，目前春运期间的机票预
售量较低，订座率普遍低于30%。

“今年春运，一是提倡‘减’
字，减少人员流动聚集，二是突出

‘防’字，严格做好交通运输疫情
防控。”吴春耕说。

虽然今年春运客运量总体下
降，但春运期间人员集中流动与
疫情防控任务交织叠加，春运组
织保障工作难度加大。

记者在北京西站看到，车站内
随处可见黄色的“一米线”标志。
据北京西站客运车间业务指导王
琳娜介绍，进站口、安检口以及验
证验票口是旅客比较容易聚集的
地方。对此，北京西站严格“一米
线”卡控，实行“专人专盯”，引导
旅客间保持安全距离。

进入候车厅，记者明显感觉到

空气的流动。王琳娜说，现在车
站每天加大开窗通风的频次，保
证候车室空气的清新，并定时进
行全面消毒。

在首都机场，工作人员按照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人物同防”
各项要求，落实对所有进入航站
楼人员进行测温、验码工作，对旅
客高频接触的电梯按钮、扶梯扶
手、自助值机设备等，加大消毒频
次，并对航站楼、机场巴士、空调
风口等重点场所和设施开展常态
化环境采样检测工作。航站楼内
采用全新风模式，确保良好通风。

畅通“最先和最后一公里”

春运首日，记者走进中国铁路
上海局集团公司调度指挥中心。
这个中心是指挥长三角铁路春运
的“神经中枢”，足足有10个篮球
场大小。只见墙上硕大的液晶屏
幕动态显示“追踪”行驶中的列
车；在一排排弧形调度监视屏前，
一名名调度员神情专注地忙着记
录、拨打电话，借助智慧“大脑”和

“天眼”，发出一条条指令。
据现场调度员介绍，高峰时

段，高速列车追踪间隔仅为 3分
钟。上海虹桥、南京南、杭州东、合
肥南、徐州东等高铁站，列车密集
时段平均1分多钟就开出1列车。

春运是对交通运输部门的全
面“体检”。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刘小明表
示，为了保障好顺畅回家路，交通
部门将优化运力调配，科学安排
班次计划，加大重点区域运力投
放，切实提高旅客集疏运能力。
加大城乡、镇村客运运力投入力
度，提升农村客运班线覆盖面。

“铁路、公路、水路、航空企业
要强化沟通协作，加强干线运输
与城市交通衔接，切实减少人员
聚集，有效解决旅客出行‘最先和
最后一公里’问题。各地交通运
输部门、铁路车站、机场要建立全
面对接机制，精准调配道路客运、
城市交通运力，统筹做好综合运

输服务衔接工作，及时疏运旅
客。”刘小明说。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有关负责人表示，铁路部门将根
据疫情防控形势和客流变化，加
强大数据分析，实施“一日一图”，
机动灵活、科学精准安排客运能
力上线，满足出行需要。同时保
持普速列车开行规模，坚持开好
81对公益性慢火车，为群众提供
基本出行服务保障。

保障顺畅返乡路，还要关注突
发状况。回家路上如果出现突发
疫情，引起交通管控、客流突变时
该怎么办？

“各地将围绕运输组织、安全
应急、防控措施、客流研判等，提
前制定应急预案，并切实加强应
急运力、保障队伍和防疫物资储
备，确保运力安全可靠、防疫物资
正常运转。”刘小明说。

服务保障“不打折扣”

“自动售取票机升级了，自己
在机器上就可轻松打印纸质报销
凭证了。”在合肥南站自动售取票
机前，来自六安市金安区的旅客
王国荣发现，自动售取票机增加
了新功能。

今年春运，无论出行、还是退
票改签，便利化水平再提升。

在广西，铁路部门开启“刷手
机”快捷乘车业务。春运前，南宁
东、柳州、桂林等12个火车站启用

“铁路e卡通”进出站功能。旅客
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开通“铁路
e卡通”业务后，无需提前购票，就
能直接乘坐广西区内“D8”“D9”
开头动车组列车。

在上海虹桥站，4台多功能智
能保洁机器人首次亮相。它们采
用全视角“眼睛”自动识别环境、
主动分析并快速处置，同步完成

“零接触”保洁、消毒。
吴春耕说，交通运输部在完善

运输组织方案的同时，研究制定
了疫情分类应对预案，进一步提
升客运疫情防控标准，积极推进
人脸识别、刷证核验、电子客票等

“无接触”服务，减少人员聚集和
交叉接触。

疫情常态化防控之下，今年春
运期间小客车出行偏好将明显增
加。北京首发集团京沈分公司有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春运期
间，虽然受疫情影响，但服务保障

“不打折扣”，平均一辆车交费通
行不超过10秒。

春节回家是中国人骨子里的
情结，但是今年春节却有千千万
万的人选择留下。为方便广大旅
客退票、改签，铁路和民航部门想
办法、出实招。

铁路部门将火车票预售期从
30天调整为15天，开车前8天及
以上退票免费。在统一12306网
上和线下窗口车票预售期和退票
改签规则的同时，延长线上退票
和改签服务办理时间。对现金购
票和已取报销凭证的旅客，可先
在12306网站办理退票手续，180
天内到全国铁路任一车站领取退
票款项。车站自助售票设备新增
退票功能，提供24小时服务。

民航局也发出通知，明确自1
月27日0时起，已购买1月28日
至3月8日机票的旅客，均可办理
免费退票或至少一次改期。各航
空公司也出台相应政策，方便旅
客退票、改签。

今年春运，注定与以往不同。
如果你就要踏上归程，一定要

做好个人防护；如果选择就地过
年，谢谢不回家的你。

（记者 樊曦 魏玉坤 周圆 徐
海涛 丁怡全）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这个春运“不一样”
——聚焦常态化疫情防控后首个春运

28日，2021年春运大幕开启。与往年春运不同的是，
“疫情防控”成为今年春运工作的重中之重，“就地过年”
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在当前国内外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情况下，
如何确保疫情不因春运扩散，同时加强运输组织和服务
保障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健康安全平稳有序出行？记者
带你一起走进这个“不一样”的春运。

■ 新华社记者

1月28日，G1672次列车的列车长付欣雨（左）在站台上迎接旅客登车，这是福州站开出的2021年首
趟春运列车。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 摄

进入冬季，云南省迪庆藏族自
治州香格里拉滇金丝猴国家公园
气温骤降。但护猴员余小德还是
和往常一样，准时扛着给滇金丝猴
准备的食物，徒步到投喂点。

口哨声响起，隐藏在林间的猴
子们拽着树枝，纷纷下树，蹦跶着
来到余小德身边，敏捷地接住余小
德投喂的松萝。

今年64岁的余小德是迪庆州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塔城镇响古箐
村民小组的村民，村庄附近是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滇金丝猴的重要分
布区域。因为生态扶贫，他成了护
林员、护猴员。

据云南省白马雪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野生动物救护站站长赖
建东介绍，20世纪80年代前后，打
猎和伐木等行为对滇金丝猴栖息
地造成了破坏，猴子的生存面临极
大挑战。

为了拯救濒危的滇金丝猴，国
家建立了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探
索“社区共管”的保护模式，将保护
与周边居民的生存发展相结合，而
选聘生态护林员就是其中的重要
措施。

放下猎枪和斧头，一批村民成
了护林员兼护猴员。“我们巡山护
林，让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余小
德笑着告诉记者，猴子和人的关系
也更加紧密。不仅如此，自己护猴每
月都有收入，还能帮着家人种地，去
年四口之家的收入在5万元左右。

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十三五”时期，全国林草部门从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中选聘110.2万名
生态护林员，带动300多万贫困人
口脱贫增收，新增林草资源管护面
积近9亿亩。

同时，全国林业产业克服不利
的国内外市场影响，始终保持良好

发展态势，形成了经济林、木竹材
加工、生态旅游三个年产值超过万
亿元的支柱产业，林下经济作物面
积近6亿亩。

在云南省会泽县娜姑镇干海
子村，干海子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负
责人庄锤兵正在地里管护石榴树。

“石榴树成了我们的致富树。”
庄锤兵说，合作社流转了300亩土
地，平均每年租金为900元，而每年
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超过550万元。

“我们种植石榴的历史有300
多年，但此前品种单一、品质不好，
所以很多人都选择外出务工。”娜
姑镇副镇长朱俊介绍，2014 年以
来，他们在科技人员的支持下，引
进了软籽石榴，并通过实施退耕还
林、陡坡地治理等工程，助力石榴
产业发展，带动了 1408户贫困户
脱贫致富。

“以前种红薯、玉米基本没收
入，村干部让发展石榴产业，才让
家里脱贫。”51岁的徐国奇是娜姑
镇牛泥塘村的脱贫户，去年仅石榴
收入就在2万元左右，自己和妻子
还在村里的石榴合作社务工，俩人
每年务工收入超过3万元。

据介绍，全国林草部门已全面
完成生态扶贫目标任务，助力2000
多万贫困人口脱贫增收，对口帮扶
的滇桂黔片区和4个定点县全部如
期脱贫。

下一步，国家林草部门将因地
制宜发展油茶、竹子、花卉、中药
材、牧草等优势产业，提升林草产
品质量，促进农牧民就业增收。要
积极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转化途径，培育一批重点龙头企
业和知名品牌，提高产业产品竞争
力，还要保持生态护林员政策连续
稳定，建立林长制、生态护林员一
体化工作体系，充分发挥生态护林
员的综合管护功能作用。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种下绿色的希望
——我国推进生态扶贫成效综述

每到新春佳节，不少机关单位都会开展干部基
层走访调研活动。然而，一些干部下基层踏进了群
众的门槛，却走不进群众的心坎：开口想拉家常，却
离不开翻译；聊起村中趣事，却茫然无法接话；谈到
田地收成，却尴尬不识五谷……

要想了解群众生活状况和真实诉求，干部首先
要有“沉下去”的姿态，不能隔着“车窗”看东看西，
不能站在“屋外”指手画脚，那样不仅闻不到大地的

“泥土味”，更难以成为群众的贴心人。
有了“沉下去”的姿态，还得有“沉下去”的能

力。干部能力培养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建立源头
培养、跟踪培养、全程培养的完整体系。年轻人是
干部队伍的未来，要让他们掌握好“沉下去”的本领
和功夫。

干部“传帮带”开展群众工作，是我党的优良传
统与优良作风。可喜的是，在这方面，一些地方已
做出成效。例如，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的“导师帮
带制”已走过了十六个年头，该制度将干部中的骨
干与年轻干部结对，让骨干带着年轻干部边做边
学、边干边评，不仅教年轻同志基层工作的技能，更
让他们懂法规、明大道，使年轻干部在耳濡目染中
传承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在实践中，“导师帮带
制”在惠民利民中不断走深走实，成为凝聚民心的
重要力量。

育才造士，为国之本。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关键。
干部只有真正“沉下去”，才能把基层的民心真正

“暖起来”。

干部“沉下去”
民心“暖起来”

■ 新华社记者 杨静 胡璐

● 春节临近，节日期间能不能燃放烟花爆
竹？在生态环境部28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新
闻发言人刘友宾说：“我们倡议尽量不放或少放烟
花爆竹，减轻空气污染，过一个安全、祥和、绿色、健
康的春节。”

● 记者28日从上海市房屋管理局获悉，《上海
市住房发展“十三五”规划》确定的新增供应70万
套租赁住房的目标已超额完成。“十四五”期间，上
海市将持续高质量推进租赁住房建设。

● 日前，记者从重庆市人社局获悉，重庆多部
门将开展“送温暖留心、强政策留岗、稳生产留工、
优服务留人”专项行动，通过给予企业最高30万元
一次性留工补贴等方式，鼓励引导在渝外地员工留
渝安心过年。

● 记者日前从贵州省发展改革委获悉，2020
年贵州省基础设施“六网会战”完成投资2212.86
亿元。其中，“路网”1446.07亿元、“水网”297.34
亿元、“电网”125.59亿元、“地下管网”107.7亿元、

“油气网”89.22亿元、“互联网”146.94亿元。
● 近日，记者从辽宁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到

今年年底，辽宁将累计建成逾3000万亩高标准农
田，占全省耕地面积四成以上。

● 由山东省济宁市大数据中心自主研发的健
康码人像识别核验系统近日正式启用，市内人员每
人核验时间在1秒以内。

● 28日，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就售
卖假货、违规发布信息等问题，对闲鱼、转转、58同
城等12家二手交易平台开展集体、公开约谈。

（以上均据新华社）

（紧接第1版）深化发改、住建、卫
健、人防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治理，
持续纠治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生
态环保、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
执法司法等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坚决惩处涉黑涉恶“保护伞”。修
订四川省乡镇纪检工作规程，探索
村级组织监督有效措施，建立健全

“三公开”机制，持续深化“阳光问
廉”。推动“一卡通”审批平台向市
县两级延伸，确保年底前全面实现
阳光审批。

第五，持续推进巡视巡察高质
量发展。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
统筹推进省委第八轮、第九轮巡
视，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巡视，适
时开展巡视“回头看”。出台加强
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的实施意见，持
续深化省直部门（单位）和市县巡
察工作，积极推进系统巡察、提级
巡察、交叉巡察和跨市（州）帮扶式
巡察。主动配合中央巡视指导督
导，有序推进对巡察工作指导督
导。建立健全整改责任机制、督促
机制和评估机制，出台省委巡视成
果运用实施细则。

第六，大力推动各类监督融合
贯通。督促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
制度，强化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

驻监督、巡视巡察监督统筹衔接，
推动“三个责任”贯通联动、一体落
实。加强对公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
督，着力破解对“一把手”监督和同
级监督难题。坚持纪法情理贯通融
合，在实践运用“四种形态”中容错
纠错，推动规范问责、精准问责。

第七，坚定稳妥深化纪检监察
体制改革。围绕监督检查、审查调
查等关键环节，加强上级纪委监委
对下级纪委监委、派出机关对派驻
（出）机构的领导，开展市县派驻机
构改革成效评估。完善省纪委监
委派驻（出）机构与市（州）纪委监
委审查调查协作配合工作机制，加
强对在川中管高校、教育部直属高
校纪委的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深
化与中央驻川垂直管理单位纪检
监察机构统筹联动。全面推进省
管企业、省属高校派驻机构改革试
点工作制度机制建设，出台加强省
直部门（单位）机关纪委建设的意
见。省监委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
专项工作，并指导市级监委依法依
规、稳妥有序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报
告专项工作。

第八，锻造政治素质高、忠诚
干净担当、专业化能力强、敢于善
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带头旗帜

鲜明讲政治，带头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加强
省纪委常委会自身建设，从自己做
起、严起。在党委统一领导下高质
量做好换届工作，选优配强市县纪
委监委班子。突出政治教育，深入
开展向周永开同志学习活动，精心
组织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活
动。加强调查研究，深化全员培训。
加大严管严治、自我净化力度，健
全主体责任、专责监督、职能监督、
组织机构和外部监督体系，自觉接
受最严格的约束和监督，坚决查处
纪检监察干部违纪违法行为。

全会听取了乐山市委、绵阳市
政府、应急管理厅党委、成都中医
药大学党委、川投集团党委主要负
责同志的述责述廉，进行了现场问
答和民主测评。

全会号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委坚强领
导下，知重负重、奋发有为，持续用
力把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为推动治
蜀兴川再上新台阶、奋力夺取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新胜利
作出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庆祝建
党100周年！

新华社成都1月 28日电（记
者 陈健）记者28日从四川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自去年四
川实施长江流域禁捕和退捕渔民安
置工作以来，在全省16480名建档
立卡退捕渔民中，截至目前，劳动年
龄内、有劳动能力、有就业愿望的
13149人已全部实现转产就业。

长江流域禁捕退捕涉及四川45
个水生生物保护区和岷江、沱江、赤
水河、嘉陵江、大渡河，以及长江干
流。水域分布在18个市（州）、115个

县（市、区），涉及渔船1万余艘。
四川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各地整合市、县、乡、村四级就
业服务机构力量，采取分片包干、
走村到户等方式，对建档立卡退捕
渔民进行逐船、逐户、逐人摸底核
实，做到“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实
时、精准掌握退捕渔民就业意愿、
技能水平和参保情况，形成实名制
动态管理台账。

据介绍，四川将退捕渔民作为
重点群体纳入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实施范围，坚持市场需求与就业意
愿相结合，为退捕渔民量身打造更
有针对性、更具实用性的培训计划
和培训模式，开展退捕渔民职业技
能培训3277人次。

四川还通过发展产业安置一
批、劳务输出转移一批、支持创业
带动一批、公益性岗位兜底一批

“四个一批”举措，帮助退捕渔民就
业。同时，大力开展线上线下专场
招聘活动，为退捕渔民提供职业指
导和职业介绍1.4万人次。

四川长江流域1.3万余名退捕渔民转产就业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记者 申铖）财政部
28日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182895亿元，同比下降3.9%。

其中，2020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2771
亿元，同比下降7.3%；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100124 亿元，同比下降 0.9%。全国税收收入
154310亿元，同比下降2.3%；非税收入28585亿
元，同比下降11.7%。

“2020年一至四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增幅分别为-14.3%、-7.4%、4.7%、5.5%，呈现一季
度收入大幅下降后二季度触底回升、三季度由负转
正、四季度持续向好的态势。”财政部有关负责人
说。

从主要税收收入项目来看，2020年，国内增值
税56791亿元，同比下降8.9%；国内消费税12028
亿元，同比下降4.3%；企业所得税36424亿元，同
比下降 2.4%；个人所得税 11568 亿元，同比增长
11.4%；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14535亿元，同比
下降8.1%；关税2564亿元，同比下降11.2%。

财政支出方面，2020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245588亿元，同比增长2.8%。其中，中央一般公
共预算本级支出35096亿元，同比下降0.1%；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10492亿元，同比增长3.3%。

从主要支出科目来看，2020年，教育支出36337
亿元，同比增长4.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2581亿
元，同比增长10.9%；卫生健康支出19201亿元，同比
增长 15.2%；农林水支出 23904 亿元，同比增长
4.4%；交通运输支出12195亿元，同比增长3.2%。

“在坚决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的同时，疫情
防控、脱贫攻坚、基层‘三保’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
有力保障。”这位负责人说。

此外，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政府性基金预
算收入93489亿元，同比增长10.6%；政府性基金
预算支出117999亿元，同比增长28.8%。全国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4778亿元，同比增长20.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544 亿元，同比增长
10.8%。

2020年全国财政收入
同比下降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