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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月 27日电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议和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将
分别于2025年 3月 5日和 3月 4日在北京开幕。全国人大
常委会办公厅和全国政协办公厅今天宣布，欢迎中外记者
届时参加采访。

会议采访以现场方式为主，综合采用多种方式进行。
会议将继续秉持开放、透明的精神，为中外记者采访报道提
供服务。

中外记者采访两个会议请按程序提出申请。中央新闻
单位记者向新闻中心提出申请，地方随团记者由各代表团
向新闻中心提出申请，香港特别行政区记者向中央人民政
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提出申请，澳门特别行政
区记者向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提出
申请，台湾地区记者向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提出申请，外
国驻华记者向新闻中心提出申请，外国临时来华记者向中
国驻所在国使领馆或中国外交部授权的签证机构提出申
请。记者报名截止日期为2月7日。

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
将在北京市复兴路乙11号梅地亚中心设立新闻中心，负责
接待和安排中外记者对两个会议的采访。新闻中心将于2
月27日正式开展工作。

为方便记者采访，两个会议新闻中心网页将及时发布
采访信息及与采访相关的资讯。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
议新闻中心网址为：http://www.npc.gov.cn，全国政协
十四届三次会议新闻中心网址为：http://www.cppcc.
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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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吴雨

辞旧迎新，金蛇舞春，蓬勃的活力
飞扬在广场锣鼓喧天的热闹里，充盈在
街头张灯结彩的喜气中，书写在千家万
户的春联上，涌动在海内外炎黄子孙的
血脉中。

申遗成功后首个春节的到来，承载
着中华文明深厚的历史积淀，浓缩了对
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更焕发出新
时代新篇章的活力与魅力。

怀揣着美好愿望，神州大地正以亘
古不变的热情，拥抱乙巳蛇年的到来，
打开新画卷、书写新篇章。

回望来路，一起走过的甲辰龙年有
着国力跃升的宏伟气魄，更有着上下同
心的奋斗身影。区域发展协同联动、积
厚成势，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相互融
合、同频共振，绿色低碳发展纵深推进，
美丽中国画卷徐徐铺展。每一张洋溢
着幸福的笑脸，都饱含耕耘与收获的故

事；每一个全力奔向梦想的人，都在闪
闪发光。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不少人已定
下新目标、许下新愿望、期待新变化。
今年我们将全面完成“十四五”规划，上
下同欲，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聚
精会神抓好高质量发展，推动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保持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
头，一定能够创造新的更大奇迹，让梦
想升腾得更高更耀眼。

乙巳蛇年将有两个立春，民间认为
“双春年”是难得的好年景，意味着丰收
和好运。真正的好年景掌握在自己手
中。开年冲刺“开门红”，还要奋斗“全
年红”。蛇年的春天孕育着生机和希
望，昭示着蓬勃的发展势头，也积蓄着
丰收的力量。

（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

金 蛇 舞 动 迎 新 篇

新华时评

新华社北京 1月 27日电 近日，
中宣部印发通知，对开展 2025年传统
节日文化活动作出安排部署，要求各地
各相关部门深入推进传统节日振兴，传
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围绕春节、
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
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组织开展“我们
的节日”主题活动，丰富人民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厚植家国情怀，增强文化自
信，营造浓厚节日氛围。

通知提出，节日期间广泛开展主题
宣传教育，组织基层宣讲，深化“党的声

音进万家”活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
入人心。挖掘阐释节日文化内涵，加强
研究传播推广，推动形成新的节日习
俗。突出文明实践特色，开展“我在文
明实践中心过佳节”系列活动，让传统
节日在基层火起来。丰富节日民俗活
动，擦亮节日文化品牌，创新活动载体
形式，设计“主场示范+系列推广”节日
模式，增强传统节日吸引力影响力。持
续推进移风易俗，培育节日文明新风。
以“春节”申遗成功为契机，组织传统节
日走出去，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中宣部部署开展 2025年
传 统 节 日 文 化 活 动

“在泰山上，随处都可以碰
到挑山工。他们肩上搭一根光
溜溜的扁担，扁担两头的绳子
挂着沉甸甸的货物……”作家
冯骥才于20世纪80年代写的
《挑山工》里这样写道。这么多
年过去，挑山工还好吗？

出发送货前，我自告奋勇
要挑一段，便像举重一样摆好准备的
架势。发力，不行，再发力……试了几
次，货物好似生了根，牢牢扒在地上。

“太沉了吧！”我感到自己要出汗了。
有 30多年工龄的王荣泉“见怪不

怪”。“妮儿，很正常！”

（一）攀登

早上 5点半，天漆黑一片，位于半
山腰中天门的挑山工宿舍已经亮起
灯，54岁的挑山工王荣泉正在吃饭。

“你俩喝鸡蛋汤不？咱边吃边
聊。”他问我和同事。知道挑货登山费
力，边走边说话更累，来之前我已将问
题按“轻重缓急”在心里排了序，想先
紧着关键的问，但脱口而出的是提纲
上没有的一个：“你一天吃几顿饭？”

“4顿，有时候 5顿，早上得吃俩馒
头。”他说。

要送的第一趟物品是烤肠，重120
斤，是泰山十八盘下的商家订的春节
物资。王荣泉头一天晚上就把烤肠搬
到了屋内，并凭手感分成两个60斤，用
麻绳捆到扁担两头。

只见他把凳子挪到货物旁，再把
扁担从地上“起”到凳子上，人蹲下，肩
膀拱到扁担的中间位置，一只手抓紧
扁担，平稳起身。

一掌宽、2米长、5斤沉的扁担，被他
喊作“小挑”。“它哪里小了？”我问。“要对
它进行战略上的‘藐视’。”他语气轻快。

这根扁担跟了他10多年了，表面早
已被磨得溜光，他手上也起了厚厚的茧。

“走！”他指令简洁。
送货开始了。不知该不该继续发

问的我借着他手电筒的光观察：扁担
在右肩，左手摆臂，动作幅度很大，像
在空气中划船；高抬腿、轻落步，累了
就把手搭在扶手上，或者走Z字形；换
肩时，手电筒叼在嘴里，身体就像扁担
的中心轴，扁担顺着后脖颈旋转，两三
秒就换好了……

“这是你第几次来泰山？”他率先
开口。“第4次，之前都是来看日出。这
是你当挑山工的第几年？”

“年岁‘不多’，从1988年开始到现
在。”他的话逗笑了我们。交谈中，得
知他家在泰安市泰山区徂徕镇土门
村，只念过小学。

“日出美吗？”他问。
“你没看过吗？”我疑惑。
“从来没当过游客，天不亮就开始

送货，走着走着天就亮了。”他走路时
低着头，只专注眼前的几级台阶。

有环卫工人、店铺老板和他打招
呼，他突然来了精神，“Good morn-
ing，大家都好。”在场的人都笑了。

“新时代的挑山工，不惧困难，坚
持努力，苦累永攀登……”他不自觉地
哼唱起自己写的歌。

（二）歇脚

看到他放下货物，我恨不得把想
问的一股脑都“倒”出来。

“什么都能送，多沉也得送。”他
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泰山建设需

要建筑材料和施工设备，那时，挑山工
队伍超百人，大伙儿一趟一趟往上送，
再把垃圾带下来。夏天穿衣服嫌热，
不穿衣服又磨得肩疼。

30多年来，王荣泉和队友们运过
煤炭、液化气罐、水泥、沙子等，山顶信
号塔主体钢架、气象台所用的锅炉也
是这样扛上去的。

挑山是体力活儿，也是技术活儿。
近年来，索道等现代设备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人力运货压力，但山路弯弯，沿路
商户、酒店分散，挑山工仍需“点对点”送
货，尤其是运送西瓜、鸡蛋等易碎品。

“鸡蛋先装到筐子里，外面套一个纸
箱，绑在扁担上方，让下面的货托着它。
西瓜放编织袋里最实落，瓜得是双数，分
到两头才匀称，不然走不稳。”他说。

“这个工作累吗？”思考再三，我仍
决定明知故问。

“习惯了。再累的活儿也得有人
干，我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

巍巍泰山，于他而言，不过是日复
一日脚下的路而已。

挑山工的扁担一头挑货，一头挑生
活。为了工作方便，挑山工长期“以山
为家”，两三个月才回家住一阵儿。王
荣泉记得，有一次回家时，看到儿子把
他写进了作文，“父亲很勤劳、能吃苦，
服务泰山的游客，撑起了我们的家。”

近年来，当地修建挑山工宿舍，配
备空调等设备，定期组织挑山工体检，
并为他们提供大病救助等一系列保
障，还定期选优树先。但这份工作毕
竟辛苦，干的人越来越少，现在还有10

余名挑山工，平均年龄50岁。

（三）再出发

天亮透了，看完日出的游
客陆续下山。王荣泉被游客问
道，“挑一趟要几个小时”“能挣
多少钱”“一次送多少斤”“送什

么货”……“我的鞋一个月坏一双。”他
耐心回答，甚至主动“抢答”。

用了两个半小时，我们到达交货
地，店主喊他“老王哥”。“本次任务圆
满完成！”他的语气中带着感叹号。

下山叫“凯旋”，这种走路是他的一种
休息。路上，他主动向我介绍起沿路的匾
额、庙宇，还讲到了秦始皇封禅泰山。“其
实我这个工作挺好的，根据身体情况，一
天能送几趟是几趟，不行就半趟，能挑多
沉就多沉，50斤也有钱赚啊。”他说。

2024年 10月，“泰山挑山工”雕塑
主题广场建成使用，矗立在广场中央的
挑山工青铜雕像紧握扁担、昂首远眺，广
场的位置就在山脚下的红门游客中心。

“根据测试数据，从红门到山顶，
机器狗跑一趟只要两个小时，机器狗
会取代挑山工吗？”我问。

“以后就知道喽。”他总是乐观豁达。
“挑货路上不敢喊你停步，一直在

‘咔咔’连拍，也不知道照片虚了没。”
“下山我可以随便停，你们多拍

点。”我们再一次被逗笑。
回到挑山工宿舍，他又给自己做

起了饭。队友们按照各自的进度，绑
货、小憩、再出发。

我问王荣泉，退休后打算干点啥，
他说要先带家人来看日出。

“日出美吗？”他问。
我这才意识到还没有回答他这个

问题。
“可美啦！”我看向他，一时分不清

哪个更美。
（新华社济南1月27日电）

攀 登 ，歇 脚 ，再 出 发
——新华社记者跟随泰山挑山工送货

□新华社记者 张力元

红红火火
迎 新 春

1 月 27 日 ，在
安 徽 省 亳 州 市 谯
城区，市民在选购
春 节 饰 品 。 春 节
临近，人们出门选
购 年 货 、参 观 游
玩，在浓浓的年味
和烟火气中，共迎
新春佳节。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1月 27日电 （记者
潘洁）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
2024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
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41510亿元，比
上年增长6%。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高级统计师
张鹏表示，2024年我国文化服务业引
领作用突出，文化领域各行业实现全面
增长，文化新动能持续发力，文化企业
实现利润较快增长。

数据显示，2024年，文化服务业实
现营业收入 76019 亿元，比上年增长
7.7%，增速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
业 1.7个百分点；占全部规模以上文化
企业营业收入比重为53.7%，比上年提
高 0.8个百分点。文化制造业、文化批
发和零售业实现营业收入比上年分别
增长4.5%和3.5%。

文化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实现全面
增长。其中，文化装备生产、文化投资

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创
意设计服务 5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较
快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 9.3%、9.1%、
8.8%、6.9%和 6.8%。文化辅助生产和
中介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文化消
费终端生产、文化传播渠道4个行业营
业收入增速介于1.6%至5.5%。

新动能持续发力。2024 年，文化
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
实现营业收入59082亿元，比上年增长
9.8%，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8
个百分点。文化新业态行业对全部规
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
率为65.7%，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

利润总额较快增长。2024 年，规
模以上文化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290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8%；营业收入利
润率为 9.12%，比上年提高 0.39 个百
分点。

2024 年 全 国 规 模 以 上
文化企业营收超14万亿元

□新华社记者 樊曦 黄垚 王优玲

除夕将近，年味渐浓，许多人已经
奔向阔别已久的故乡，一年一度的春
运也进入了客流最高峰。

此时此刻，各行各业还有许多人
扎根一线，坚守岗位，传递别样年味和
温暖。他们的身影，定格成辞旧迎新
之际最美丽的风景线。

用心值守，护航顺畅
春运路

“列车巴扎开市啦！”1月 25日早 9
点，祖国大西北，7558次“和田玉龙号”
列车开出新疆和田站。没多久，12号
车厢里就传来列车长坡拉提汗的吆喝
声。车厢里立马热闹起来，售卖农副
产品的吆喝声、旅客的笑声和交谈声
奏响了欢乐的旋律……

在南疆，“和田玉龙号”是一趟被
百姓誉为“金火车”的公益“慢火车”。
它如一条金色的纽带，在约 32个小时
的路途中，蜿蜒跨越1996公里，串联起
乌鲁木齐与和田之间的广袤土地。

“这是策勒的红枣，个大肉甜滋补
身体，您尝尝，都是南疆乡亲们亲手种
的，价格也实惠。”坡拉提汗在车厢里
当起售货员。这已经是他在“金火车”
上值守的第15个春运。

千里之外，四川乐山苏稽古镇，交
通民警的身影也早就出现在街头。春
运以来，每天前来古镇的游客超过 10
万人次，车辆超过 3万台次，狭窄的街
道被填得满满当当。

清晨 6点半，乐山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直属二大队苏稽中队队长张洁和
同事们，就开始驻守在古镇环线路面
和各个路口，摆放临时标志牌，用手势
和哨子指挥来往交通，不时回答群众
问询。

一天下来，上百次服务、上千次抬
手、上万步走动……张洁常常累得腰
酸背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没有
埋怨过这样的生活。无数陌生人的微

笑与感谢，让张洁更加笃定。
岗位虽平凡，职责不平凡。公安

干警、医护人员、铁路民航职工、安保
人员……无数普通劳动者用汗水和付
出，换来人们假日旅游、道路交通的平
稳有序。

龙年最后一个工作日，清晨 5 点
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就
已经赶到单位。6点，暴雪预警从这里
发出；随后，春运气象服务专报等产品
一一发布。这几日寒潮叠加春运客流
高峰，气象预报员的工作变得更加紧
张。“预计27日至28日辽宁、吉林等地
将有强降雪，云南、贵州等地也有雨雪
天气，出门在外的旅客需要及时关注
天气信息。”张芳华说。

华东大地，连接上海和杭州的交
通大动脉沪杭高速上，浙江交通集团
高速公路嘉兴管理中心的清障施救员
路统领和同事们驾驶清障车，一路巡
检。“值班期间，我们要对辖区 88公里
的路段至少巡查两趟，清理高速抛洒
物和破损设施，遇到事故或故障车辆
还要参与救援，最多时每天要处理 10
多辆故障车。”路统领说。

日夜奔忙，保障社会
正常运转

临近春节，北京前门，川流不息的
游客中，美团专送骑手李鹏风风火火，
奔忙在商家和千家万户间。

“每接到一个订单，我都会仔细
核对订餐需求，及时完好地把餐品送
到顾客手中。”李鹏说，平均每天能送
40 单左右，周围地形早已滚瓜烂熟。
工作 4年多，他每年平均要骑行3万多
公里。

老家在山西临汾的他，选择春节8
天假期坚守岗位。“能为居民生活带来
便利，假期工作还能有更高的收入，为

‘大家’和‘小家’都能创造更大价值，
辛苦点也值得。”

穿行大街小巷，保障百姓生活，既
有风风火火的快递小哥，也有默默无
闻的街道工作者。

在云南大理太和街道三和社区，
46岁的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杨汝
钰穿梭在社区的各个角落。约 7 平
方公里的社区里，有 25个小区，约 1.7
万户、2.6 万名居民。新春将至，平安
过节最为重要。杨汝钰如往常一样，
到党群服务中心检查卫生状况，再赶
往各个小区查看燃气管道和阀门，组
织志愿者走进孤寡老人家中帮忙打
扫卫生。

“社区工作虽然琐碎，但每一件小
事都关系居民的切身利益。”杨汝钰
说，春节期间她会坚守岗位，继续做好
本职工作。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过了元宵节再回家，春节来杭州

玩的人多，离不了人。”杭州余杭区良
睦路上，环卫工人钟龙保在进行道路
清扫。53岁的钟龙保来自安徽巢湖，
他和同为环卫工的妻子即将迎来共同
留守杭州的第14个春节。

今年春节，杭州有近 2.1万名环卫
工人坚守岗位。与钟龙保一样，作为
这个城市的“幕后美容师”，他们将全
力做好道路清扫、公厕保洁、清洁直
运、化粪池清掏等城市环境卫生保障
工作，让市民过上清洁祥和的节日，让
游客体验到最美的风景。

扎根一线，共建你我
美好家园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陕
西安康康渝高铁建设现场，车辆穿梭、
机械轰鸣。

“春节期间我和150多名工友将驻
守工地，扎扎实实推进项目建设。”中
铁十九局项目负责人任宏伟说。作为
项目“大总管”，他24小时值守在岗，不
仅要协调项目推进，还要时时紧盯重
大风险源。

康渝高铁是连接陕西关中、成渝
两大城市群的首条时速 350公里高铁
通道，项目工程量大、桥隧比例高、施
工任务重。“在工地紧盯进度和质量，
这样心里才踏实。”任宏伟说。

临近团圆的节日，从北到南、从山
区到城市，广大建设者与时间赛跑，为
重点项目、民生工程建设快马加鞭。

山东济南黄河北岸，我国最大水
下盾构隧道——济南黄岗路穿黄隧道
施工现场，开挖直径达17.5米的“山河
号”盾构机正按照平均每天 8环 16米
的速度全力掘进。

“盾构机穿越的地质为粉质黏土
并夹杂钙质结核，盾构机就像在夹杂
着石块的粘糕里穿行。”工地上，中铁
十四局项目高级工程师周祥带领团
队，对盾构机各部位设备运行情况“精
细把脉”。隧道全长5755米，其中盾构
段长约 3290米，目前成型隧道已经掘
进完成700多环。

“未来只需5分钟就可以驾车穿越
黄河南北两岸。”周祥说，自己的新年
愿望就是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好这一
重大工程，助力城市发展“再提速”。

梦虽遥，追则能达。
走进黑龙江亚布力体育训练基地

越野滑雪竞赛场地，媒体工作间、打蜡
房、运动员休息室等临建功能房一应
俱全。坐在亚布力滑雪场的观光缆车
里，俯首看去，索道下的巨幅“地贴”景
观格外引人注目。

从 2024年 4月下旬至今，哈尔滨
亚冬会亚布力雪上景观临建专班副主
任田强和同事们，为即将开幕的第九
届亚冬会付出了无数辛劳和汗水。

为确保按时完成形象景观布置和
临建设施项目，田强根据项目竣工时
间，拟定每一阶段的作业时段，同时充
分考虑特殊天气等可能影响施工进度
的不利因素，合理安排提前量。“现在每
天都需要巡视和运营维护，比如临建的
供暖怎么样、景观是否有破损等。”田强
说，春节期间，他们依然要在一线为即
将到来的雪上比赛做最后冲刺。

新年景、新启程、新奋进。
大江南北，春意渐浓。怀着对未

来的美好期盼，无数劳动者在平凡岗
位上埋头耕耘、扎根奉献，为国家发展
和人民美好生活书写新的画卷。

（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

致敬守护节日的一线劳动者

春节期间怎么吃健康？
从寓意吉祥的传统美食，到健康

饮食的新追求，春节美食不仅满足味
蕾，更饱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

春节期间如何健康饮食？避免
暴饮暴食，每餐最好七分饱。保持规
律进餐，遵循每日三餐或少量多餐原
则，不宜过于进餐。老年人及患有肥
胖症、血糖血脂血压血尿酸等控制不
理想的慢性疾病患者，应尽量不饮
酒。如饮酒，建议先吃点主食，延缓
酒精吸收速度，减轻对胃黏膜的伤
害，酒后多喝水，加快代谢。

此外，糖尿病患者要注意控制食
物总量和进餐顺序，按照先菜后肉再
主食的顺序进食。心血管病患者要
低脂、低盐、低糖，多食蔬菜、大豆食
品及鱼类。胃肠疾病患者忌暴饮暴
食，以免加重肠胃负担。痛风患者忌
饮肉汤和白酒、啤酒，忌吃动物内脏
和海鲜、豆制品，多喝白开水和牛奶，
多吃新鲜水果蔬菜、谷类。

（内蒙古科协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