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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天津1月16日电（记者 周
润健）“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
年 ；腊 八 粥 ，喝 几 天 ，哩 哩 啦 啦 二 十
三”……当这首熟悉的歌谣响起时，又是
一年腊八至。1 月18 日迎来农历腊月初
八，即腊八节，俗称“腊八”。巧合的是，这
一天还是四九第一天。

民俗学者、天津社科院研究员王来华
介绍，作为腊月里第一个重要节日，腊八

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和历史，喝上一碗
用五颜六色的“腊八米”熬制的腊八粥，就
成了民间最传统的习俗之一。

作家冰心曾在其作品《腊八粥》中写
道：“这腊八粥是用糯米、红糖和十八种干
果掺在一起煮成的。干果里大的有红枣、
桂圆、核桃、白果、杏仁、栗子、花生、葡萄
干等，小的有各种豆子和芝麻之类，吃起
来十分香甜可口。”

除腊八粥外，我国不少地方还有泡腊
八蒜、蘸腊八醋、吃腊八面等食俗。

作家老舍就曾在其作品《北京的春
节》中专门描写了腊八蒜：“腊八这天还要
泡腊八蒜。把蒜瓣在这天放到高醋里，封
起来，为过年吃饺子用的。到年底，蒜泡
得色如翡翠，而醋也有了些辣味，色味双
美，使人要多吃几个饺子。”

“由于有了作家们的文字濡染，腊八
美食也刻上了浓郁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气
息。”王来华说，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
步，如今市面上早就有熬好的腊八粥、泡
好的腊八蒜和腊八醋售卖，供给那些工作
忙碌没时间熬制和泡制的人们。

翻阅日历牌，有人会发现，今年的腊
八正逢四九第一天。在王来华看来，这种
巧合很正常。他表示，不仅腊八会巧逢四
九，还会巧遇五九，甚至是元旦、小寒、大
寒等时令节点，比如，2012年的腊八正逢
元旦、2015 年的腊八赶上五九第一天、
2017 年的腊八与小寒同日、2021 年的腊
八与大寒同一天。

腊七腊八，冻掉下巴。腊八之日天气
虽然寒冷，却也意味着农历新年快到了，
有俗语说“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一过，
过年的气氛一天赛过一天。腊八到了，记
得喝上一碗热乎香甜的腊八粥，体味这碗
粥里饱含着的父母关爱、乡思乡愁和欢喜
的年味。

“腊八”逢“四九”，万事皆“粥”全

新华社发 王鹏 作巧 合

据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记者 严
赋憬 陈炜伟）国家发展改革委17日发布
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印发

《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导则（试
行）》，通过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让
更多群众享受到身边和“家门口”的优质
普惠公共服务。

导则重点满足“一老一小”服务需求，兼
顾全龄人群以及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优先设
置养老服务、婴幼儿托育、儿童托管和社区
助餐等功能，重点推广和优先建设（改造）功
能复合集成的社区嵌入式服务综合体（社区
服务中心），为居民提供一站式服务。

导则从规划选址、规划布局、建设规
模、建设形式、建设方式等方面提出相应
建设要点，特别指出落实每百户居民拥有
社区综合服务设施面积平均不少于30平
方米的要求，支持有条件的城市通过建设
嵌入式服务设施，达到每百户居民社区综
合服务设施面积不少于80平方米。

在建设内容方面，导则对养老服务、
婴幼儿托育、儿童托管、社区助餐、家政便
民、体育健身、儿童游憩等内容均作出细
致规范。例如，导则提出，养老服务功能
宜为失能或部分失能老年人提供短期托
养等生活照护服务，婴幼儿托育应设于阳
光充足、便于家长接送的地段，儿童托管
功能应布置在三层及以下，且不应布置在
地下室、半地下室等。

《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

设施建设导则（试行）》印发

新华社记者 叶昊鸣 王聿昊

1 月 26 日，2024 年春运将拉开帷幕，
预计今年春运期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
量将达 90 亿人次，是 2023 年同期的近 2
倍，多项数据将创历史新高。今年春运总
体形势如何？如何保障春运工作有序平
稳安全运行，让回家路走得畅、走得好？
在16日召开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多部门有
关负责人进行了回应。

客货运输量将高位运行

随着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
群众出行意愿强烈，叠加春节假期延长等
因素影响，今年春运出行需求将进一步释
放。

“根据我们的预测，40天内大概有90
亿人次出游、探亲、休闲等。”综合运输春
运工作专班副组长、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
扬说，预计今年春运期间跨区域人员流动
量、自驾出行占比都将创下历史新高。

从传统营业性运输来看，预计全国铁
路将发送旅客4.8亿人次，日均1200万人
次；民航旅客运输量将突破8000万人次，
有望创历史新高；包括铁路、公路、水运、
民航等营业性客运量将全面回升，预计将
达18亿人次。

与此同时，伴随公众出行习惯发生结
构性变化，加上春节假期免收小客车通行
费时长增加等影响，人们选择自驾出行的
意愿显著增强。预计春运高速公路及普
通国省干线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
约有72亿人次，自驾出行占全社会人员出
行量的比例将突破8成。

除此之外，包括蔬菜、水果、肉蛋奶等
民生物资，煤炭、天然气等保暖保供能源
物资，以及春耕备耕物资的运输需求旺

盛，保通保畅压力较大。
李扬表示，春运期间也是市场供销两

旺、繁荣活跃的时候，各地对民生物资、保
暖保供能源物资等需求较大，各种货物流
动叠加在一起，统筹保障物流“大动脉”和
城市末端“微循环”畅通将面临更大压力。

全力应对大客流压力

探亲、务工、学生、旅游等客流叠加，
客运量同比有较大增长，运输任务繁重。
面对春运期间的大客流压力，李扬介绍，
将做好四个方面具体举措：

——加强统筹组织。及时研判客流
运行情况，包括铁路购票情况、高峰时段
骨干路网、重点水路、民航运行情况，通过
研判，及时了解、分析春运客流分布特点，
指导各地各部门做好应对。

——加强运力保障。充分发挥综合
运输优势，加强各种运输方式运力储备和
统筹调度，努力提升综合运输服务能力和
水平。

——加强安全监管。通过有力的监
督检查，确保人员、车辆、船舶等保持良好
状态。

——加强应急处置。春运期间往往
会遇到恶劣天气，春运专班将加强运输调
度指挥，细化应对恶劣天气、超大客流等
情况预案，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铁路运输作为春运期间主要的运输
方式，客流将呈现整体高位运行和节前相
对平稳、节后相对集中的特点。

对此，国铁集团客运部主任黄欣表
示，国铁集团将统筹好2023年开通的新线
和既有线运力资源，统筹好高速铁路和普
速铁路运力资源，科学安排运力供给。“在
客流集中的地区、方向和高峰时段加大运
力投放。总体安排是，节前每日安排旅客

列车 12700 列左右，节后每天安排 12800
列左右。”

除此之外，国铁集团还将通过优化改
进铁路12306售票功能、加强老幼病残孕
重点旅客服务、优化站车服务等方式，进
一步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民航方面，中国民用航空局运输司司
长梁楠说，民航局将积极引导航空公司科
学合理地安排航班计划，确保运力准备充
分、资源保障到位。

“鼓励航空公司在满足保障能力的基
础上，加密航班班次，构建‘干支通，全网
联’国内通程航班，加大国际航线特别是
周边国家航空运输市场运力投入，加快恢
复国际航班，提升航线航班密度和网络通
达性，满足人民群众春运期间出行需求。”
梁楠说。

在优化运输服务保障方面，梁楠表
示，将强化冬季运行保障能力，提升春运
期间航班正常水平；借助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优势，提升大面积航班延误后的旅客疏
散、转运效率；结合首乘旅客、老年人、残
疾人、儿童等旅客的特殊需求，为其提供
出行便利；同时加强春运期间值班值守，
提升客服电话接通率，妥善处理好旅客投
诉，及时回应旅客诉求。

多措并举保安全、保通畅

安全是最大的民生、最大的政治，保
安全是春运工作的重中之重。李扬表示，
春运期间将采取“严”的措施、“严”的检查
方式，提升安全保障水平。

督促各地区对于重要交通基础设施，
包括长大桥隧、急弯陡坡等重点路段进行
风险排查和隐患治理；对投入春运的车
辆、船舶、运载工具等各方面设备设施进
行全面检查维护；加强与气象、自然资源

等部门的工作协同，通过多种渠道发布天
气情况、交通管控信息；出现雨雪冰冻、寒
潮大风、团雾浓雾等极端恶劣天气，第一
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及时指导各地开展清
雪除冰作业……李扬表示，综合运输春运
工作专班将全力以赴，做好春运安全生产
工作。

物流保通保畅，也是今年春运的重点
工作。

全面摸排重点物资特别是民生物资
的需求；加强运力储备，确保重点民生物
资能够有效、有序、稳定运输；严格执行鲜
活农产品“绿色通道”政策，保障各类蔬
菜、水果等民生物资高效便捷通行……一
系列扎实举措全力保障主体路网物流“大
动脉”畅通。

提高农村邮政快递通达率和服务水
平，促进农产品进城和农资、“年货”消费
品下乡双向流通；做好一线快递员及运力
等储备，优化完善末端配送保障预案……
一系列稳固举措突出保障城乡末端“微循
环”高效畅通。

除此之外，李扬表示，还将指导各地
交通运输部门加强与重点用煤用气生产
制造企业、电力和油气供应企业沟通对
接，强化对重点铁路、公路运输通道、煤炭

“下水港”的跟踪分析和研判，“确保煤炭、
天然气等保暖保供能源物资安全高效运
输。”

春运期间，寄递服务需求波动较大。
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负责人林虎表示，
国家邮政局将全力保障年货寄递需求，保
障春节期间基本寄递服务。

春运关系千家万户，关系美好生活。
“我们有信心迎接好这场‘大考’，让老百
姓能够真正出行平安、回家过年，过一个
快乐祥和美好的节日。”李扬说。

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

让回家路走得畅、走得好
——多部门有关负责人谈全力保障2024年春运平安有序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