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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少外媒看来，中国春运作为

“全球最大规模的年度人员迁徙”，不

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也是对其

庞大交通系统的压力测试。蛇年春节

将至，“流动的中国”再次展现满满的

活力，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读懂中国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重要

窗口。

据 中 国 交 通 运 输 部 门 等 方 面 预

计，今年春运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将达 90 亿人次，铁路、民航客运量有望

分别突破 5.1 亿人次和 9000 万人次，均

创历史新高。从出行结构看，自驾出行

将稳居主体地位，预计将达 72 亿人次，

约占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的近八

成，高速公路车流量单日峰值或创历史

新高。埃菲社报道，在这场被称为“春

运”的大规模人员流动中，便利的交通

运输网络能发挥重要作用。美国“旅行

和旅游世界”网站刊文说，2025 年的中

国春运是人类迁徙、现代基础设施和文

化重要性的一次非凡展示。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庞大运力的

背后是中国基建的强大支撑。近年来，

中国建成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

公路网、世界级港口群，航空航海通达

全球，中国高铁、中国路、中国桥、中国

港 、中 国 快 递 成 为 亮 丽 的“ 中 国 名

片”。运输装备的迭代升级、交通网络

的不断细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畅通“动

脉”，也为“全球最大规模的年度人员

迁徙”注入动能。“今年的春运潮是由

强劲的基础设施升级推动的”“中国已

成为铁路建设领域无可争议的世界领

先者”“中国凭借全球最大的高铁网络

加速奔向未来”……世界见证，中国从

交通大国向交通强国稳步前进，交通成

为中国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创新驱动，装备焕新，交通工具升

级得益于中国制造向“新”而行的坚实

底气。绿皮火车的记忆仿佛还在昨天，

如今的春运已是列车飞驰、飞机起落、

车 流 穿 梭 、轮 船 往 来 。 今 年 有 16 架

C919 国产大飞机加入“服务”春运。上

海 、天 津 、广 州 等 地 开 启 邮 轮 游 新 热

潮，“海上春运”预计突破 10 万人次。

选择自驾新能源汽车返乡的人数持续

增长。为满足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截

至 2024 年 11 月，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

共建成充电站 3.31 万座，97％的服务区

已配备充电设施。世界经济论坛官网

刊文表示，中国拥有全球 85％以上的

快速充电桩，在充电基础设施部署方面

处于领先地位。“随着新能源汽车、铁

路和航空的进步，以及对可持续和便捷

旅行的重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员迁徙

凸显了传统、创新和连通性的相互作

用。”美国“旅行和旅游世界”网站这样

评论中国春运。

大国交通，以民为本，硬核基建跑

出加速度，春运服务也更有温度。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赋能

春运，让乘客享受舒适便捷的出行体

验，不仅“走得了”，更能“走得好”。在

过去的十几年里，12306 变得愈发强大

和智能，已经成为高峰日均访问量超

500 亿次、日售票量超 2000 万张的全球

最大票务系统。随着高铁外卖服务的

普及，越来越多旅客实现了“走一路吃

一 路 ”，让 春 节 归 乡 的 路 更 加 温 馨 快

乐。阿根廷《号角报》观察到，中国政

府已要求有关部门尽最大努力确保旅

客出行畅通，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平

安祥和的节日。

春运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有的

运输现象，与中国人讲求春节家庭团圆

的传统相连，更与工业化的社会变迁、

城乡人口流动息息相关。春运图景的

变迁，映射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基础

设施建设的内在联动。从“要想富、先

修路”这句中国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朴素

话语，到如今“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建设的成功实践，中国发展步履铿锵。

不断提质升级的基础设施建设，助力一

路畅行。

交通兴，百业旺。中国正奋力建

设人民满意、保障有力、世界前列的交

通强国，将继续坚持与世界相交、与时

代相通，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

遇。在“全球最大规模的年度人员迁

徙 ”中 ，世 界 可 以 看 到 中 国 美 好 的 未

来。

从“全球最大规模年度人员迁徙”读懂大国交通
新华社记者 许苏培

岁末年初，正值农民工工资结

算高峰期，也是欠薪问题易发高发

期。忙碌了一整年的农民工，能否及

时足额拿到工资，全社会高度关注。

前 不 久 召 开 的 国 务 院 常 务 会

议，听取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

情况汇报，要求进一步加大对欠薪突

出问题的整治力度。此前，中办国办

印发通知，要求“扎实开展治理欠薪

冬季行动，依法打击拖欠农民工工资

违法行为”。各地区各部门也出台了

一些专项措施，取得积极成效。

当前，社会对不能拖欠农民工

工资已有广泛共识，制度的篱笆也越

扎越紧。比如，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制

度、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农民工

工资专用账户制度等，能明显遏制欠

薪问题的滋生。

也要看到，在复杂严峻的国内

外环境下，部分行业欠薪问题有所

抬头，经营不善、拖欠账款等非工程

建设领域的欠薪问题有所增多。一

些地方还出现了变相欠薪现象，如

以购物卡、代金券、库存产品等支付

工资。认真对待这些新情况、新变

化，把不良苗头遏制在萌芽状态，方

为上策。

进一步巩固根治欠薪成效，要

强化制度的执行力，把每一项举措都

部署得更周密，把每一个环节责任都

压得更实，消除盲区、不留死角，确

保劳动者维权有渠道、诉求有回应。

在安徽合肥，公安部门对相关

人员和企业进行画像，依托专题数据

库建立欠薪事件风险监测预警模型，

实现欠薪线索的及时发现、靠前处

置；在重庆丰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组建农民工工资争议速裁庭，吸纳

司法、公安等部门力量，依法简化受

理、审理、送达等环节程序，帮助农

民工快捷解决劳动纠纷。

实践证明，创新治理手段，建立

“大数据+铁脚板”的常态化机制，扩

大事前、事中监管覆盖面，同时提高

事后救济的快速反应、有效化解能

力，就能尽早发现问题，及时排除隐

患，把握治理欠薪问题的主动。

欠薪的责任主体是用人单位，

但要确保农民工拿到自己的辛苦钱，

对欠薪企业的处置不能一刀切，而要

区分情况，分类施策。

对无故拖欠特别是恶意欠薪的

不法企业，必须坚持“零容忍”。而

那些既往信誉良好、因为一时困难而

欠薪的企业，就不宜一味“强制执

行”，有可能的话，要想办法帮助企

业渡过难关，使其尽快恢复支付劳动

报酬的能力。

去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涉欠薪纠纷典型案例中，有一起颇有

启示意义。某服饰公司因被拖欠货

款，资金周转困难导致欠薪。对涉事

企业，执行法院并未“一棒打死”，而

是对机器设备采取“活封”方式保障

正常经营，动态监管企业账户，以企

业盈利支付劳动报酬。这样，既化解

了欠薪纠纷，又更好地保障了劳动者

长远利益。

我国有农民工约 3 亿人，活跃在

各行各业。他们撑起了一个个家庭

的吃穿用度。保障好他们的劳动报

酬权益，关乎社会和谐。在治理水平

不断提升的当下，拿出更多制度性、

长效性的举措，进一步提高欠薪治理

效能，定能从源头上保障农民工工资

支付，让他们回家的行囊里多一分安

心、多一些暖意。

来源：人民日报

在浙江嘉兴南湖重走“一大路”，去

贵州遵义追寻“长征魂”……眼下，随着

各地文旅持续发力，红色景点成为很多

游客旅行途中必不可少的打卡地。红

色旅游具有重要的红色文化传承、产业

综合带动属性，在推进乡村旅游、民俗

旅游等关联业态联动发展以及餐饮、住

宿、文创、演艺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方

面具有突出的引领效应。

据《 中 国 红 色 旅 游 发 展 报 告

（2023）》显示，全国红色旅游接待人数

已突破 20 亿人次，红色旅游市场规模接

近万亿元。红色旅游业规模持续扩大，

旅游产业形态不断创新，产品不断升

级。例如，江西南昌推出红色主题精品

展览，创排红色题材艺术精品，开展大

型品牌活动带动红色旅游发展。山东

临沂推出“跟着团长打县城”沉浸式体

验项目。辽宁朝阳的“赵尚志纪念馆”

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发源地经过多

年完善与发展也打造出属于自己的红

色旅游品牌，在铭记历史、弘扬革命精

神的同时，有力推动地方经济繁荣。

一系列支持红色旅游发展的政策

陆续出台。《“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

提出，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

区和欠发达地区发挥特色旅游资源优

势，加快旅游产品培育，打造一批红色

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促进红色旅游与

乡村旅游、生态旅游等业态融合，推出

一批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2022

年，文化和旅游部出台《红色旅游融合

发展试点建设指引》，遴选了 10 家试点

单位，部署推进红色旅游融合发展试点

建设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前不

久，经文化和旅游部批准，旅游行业标

准《红色旅游融合发展区等级划分》正

式公布，将红色旅游融合发展区划分为

国家级和省级 2 个等级。

不过，也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

题。例如，红色资源开发形式上多以静

态展览为主，缺乏创新和多样性，难以

满足公众多元化需求。红色旅游景区

收入主要依赖门票和少量文旅产品销

售，附加值低，产业链短，经济效益不明

显。红色旅游与相关产业的深层联动

不足，对地区经济的带动作用有限。对

此，应多方协同发力。

丰富红色旅游开发形式，增强体验

感和吸引力。改善红色旅游景区的交

通条件，提高景区的可达性。建设不同

档次的酒店、民宿，开发具有地方特色

的红色主题餐饮，如“红军饭”“革命菜”

等，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创新展示方

式，提升游客体验，打造沉浸式体验项

目，设置互动体验区，让游客身临其境

地感受历史场景。深入挖掘红色文化

内涵，设计具有创意和文化价值的红色

文创产品，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兴趣

爱好的游客，开发个性化旅游产品，如

红色研学游、亲子游、主题游等，以吸引

更多的游客参与。

拓展产业链条，增强红色旅游经济

带动作用。推动红色旅游与农业、工

业、文化、体育等产业深度融合，如发展

红色农业旅游，举办红色主题体育赛事

等。将红色文化资源与周边自然景观、

民俗文化等资源进行整合，开发复合型

旅游产品，如“红色文化+乡村生态+民

俗体验”的旅游模式，丰富游客旅游体

验。加强区域合作，建立区域旅游联

盟，共同开发旅游产品、推广旅游线路、

举办旅游活动等，实现资源、客源共享，

促进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

打造红色旅游品牌，提升品牌知名

度和美誉度。通过挖掘红色文化内涵，

打造具有独特魅力和文化价值的品牌

形象。利用多种渠道进行市场推广，如

参加旅游展会、举办红色旅游推介会、

与旅行社合作等。充分利用新媒体平

台进行线上推广，吸引更多年轻游客。

针对不同客源市场，制定差异化策略，

提高市场竞争力。

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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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巩固根治欠薪成效，要强化制度的执行力，把每一项举措
都部署得更周密，把每一个环节责任都压得更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