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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 2 月 3 日电（记者吴光于）
11年前，一张“春运母亲”的照片击中人心。
背着巨大行囊，左手提包，右臂中还揽着一个
婴儿的身影成为当年感动无数人的“春运表
情”。
11 年后，在照片拍摄者新华社记者周

科的不懈寻找下，她的身份终于揭晓—— 32
岁的巴木玉布木，一位来自我国西部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的普通彝族农家
妇女。
11年的岁月在女主角身上沉淀出从容

的神情，她经历的一切让人感动唏嘘。两个孩
子离世的打击没有挫掉她的顽强，矮小的身
躯为家人撑起了一片天地。
如果没有时代的眷顾，疾风中的劲草难

以挨过命运的寒冬。
凉山州地处我国西部深度贫困地区，

1956年民主改革前还处于奴隶社会，社会发
育程度极低。
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物质匮乏，但中国

政府持续向当地“输血”。20世纪 70年代，
火车沿着成昆铁路呼啸来到巴木玉布木的家
乡。之后，一批批彝族青年沿着这条铁路走出
大山，去城市中闯荡。
曾经的大凉山，女人的命运如出一辙：出

生订下“娃娃亲”，十六七岁就嫁人，生儿育
女，终其一生，辛苦劳作。出生在改革开放
后的巴木玉布木不用再像母亲那样一生围
着火塘、农田和牛羊，南下务工的大潮将她
带到千里之外的城市。2010 年 1 月 30
日，她坚强的身影被定格在新华社记者“春
运”的镜头中。
过去三年，凉山州年均外出务工人数

超过 100万人次，务工收入占农村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一半以上。
在巴木玉布木的家乡，扶贫，是新中国

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凉山人的集体
记忆。
1994年，我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开始实施，当时的巴木玉布木正值幼年，越
西是当时的 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在
她 12岁时，凉山州解决了 210万贫困人
口的温饱问题，虽然生活艰辛，但她与家人
已不必忍饥挨饿。
此后，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我国的

贫困线标准不断调整。我国开始实施精准
扶贫时，凉山州还有 51万贫困人口，山高
坡陡的越西县依然是最难啃的“硬骨头”
之一。
新中国成立前，凉山曾被污名为“蛮夷

之地”。过去 8年，1.2万多名扶贫干部从
四面八方奔向这片土地。新中国成立前令
西方传教士胆战心惊的“畏途”，今天是我
国东西部扶贫协作、行业扶贫、对口扶贫的
热土。
过去 8年，通过精准扶贫，越西县 8.2

万个贫困家庭从土坯房、茅草房搬进了通
电、通水、通路、有家用电器的安全住房。
巴木玉布木也告别了土坯房，搬进了
新居。
过去，由于医疗资源匮乏，两个孩子先

后夭折，成为巴木玉布木一生的痛。如今，
越西县乡乡有卫生院、村村有卫生室，通过
医疗保险，贫困家庭住院只需承担 5%的
费用。今天的凉山母亲已不必再像她们的
妈妈那样，在黑暗的土坯房中忍受生产的
痛苦和危险。
从没上过学是巴木玉布木最大的遗

憾。今天，她的四个孩子都走进了学校和幼
儿园。近年来，当地筹集 8.55亿元资金推
进学校基础设施建设，贫困家庭孩子从幼
儿园、义务教育阶段到中职、高中都有资助
政策，曾经辍学的 4470名学生全部重返
课堂，女童入学率超过 99%。
国家政策的倾斜、海量扶贫资金和项

目的注入改变着大凉山的模样，改写着人
们的命运。千千万万个凉山母亲，也用双手
创造着美好的生活，为她们的后代撑起一
片爱的天空。
越西县城北感恩社区，阿敌阿呷木

2019年通过易地扶贫搬迁从深山搬来这
里。离开山头进城头，她放下了农活，捡起
了绣花针。今天，在凉山州妇联的支持和培
训下，全州彝绣从业妇女近 2万人。
越西县河东乡，从小啃着玉米、土豆长

大的莫色小兰，曾在爱心人士的资助下完
成学业，大学毕业后本有机会留在大城市
工作，她却选择回到越西做一名教师。过去
12年，她在授课之余不分白昼地奔走在助
学路上，凭一己之力为孩子们筹集了 237
万元助学款，帮助了 559 名面临失学的
孩子。
出生于越西县新民镇的阿西阿呷，过

去 25年坚守值乘在成昆铁路普雄站与攀
枝花站之间的绿皮“小慢车”上，服务着将
“小慢车”视为“生命线”的彝族乡亲，在列
车上调解纠纷、担任翻译、解决困难，甚至
为人接生……
绣娘、教师、列车长……那是火塘边的

老祖母从未想象过的人生。

“春运母亲”背后的彝族女性命运之变

新华社北京 2 月 3 日电（记者管建涛、
王君宝、魏玉坤）年关将近，虽然各地倡导就
地过年，春运客运量总体下降，但人员集中流
动与疫情防控任务交织叠加，组织保障工作
仍然难度较大。火车、飞机、大巴车等长途公
共交通工具空间密闭、人员复杂，多地“寻找
同乘人员”的消息反映出长途公共交通工具
属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地。虽然交通部门
已经出台多项防控措施，但仍有一些旅途隐
患需要警惕。
春运期间，如何安全乘坐长途公共交通

工具？

为防扩散，数十趟火车、公交、

飞机紧急寻人

1月 5日，一名乘客从黑龙江省绥化市
望奎县乘 K350次列车返回吉林省长春市，
其妻子与其邻座。1月 11日，两人被确定为
无症状感染者。
与上述两名无症状感染者同车厢的另外

1人，从黑龙江省伊春市南岔县上车，1月 13
日被确定为无症状感染者。后经流调等方式
溯源发现，这个无症状感染者在吉林引发了
超过百人的“超级传播链”。
相关人士根据传染性和基因测序等判

断，这个无症状感染者在车厢内感染的可能
性非常大。由于密闭空间病毒传染的概率很
大，很多人因为同车厢或者同航班出现确诊
病例或者无症状感染者被采取管控措施。
黑龙江省卫健委二级巡视员刘彦诚介

绍，哈尔滨市群力新城小区 1月 20日新增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汤某，曾于 1 月 13 日乘
坐 Z17次列车由北京抵达哈尔滨，随后有关
部门对汤某同车厢 75名乘客采取相关管控

措施。
此外，部分从国外入境人员在隔离期

满且核酸检测为阴性后，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出行，但抵达目的地后核酸检测呈阳性，
导致有关部门紧急寻找同乘者。
记者梳理发现，1月份以来，全国至少

有数十趟火车、公交、飞机涉及紧急寻人。
按照相关要求，一旦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触者等曾出现在
公共交通工具上，有关部门会及时做出场
所消毒、管控有关人员等举措。为防控疫
情，一些地区还暂停运行部分列车，给春运
工作和乘客出行带来不便。

返乡路上，防范多重旅途隐患

记者了解到，虽然今年春运客运量总
体下降，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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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地铁路、机场、公路等相关部门已经把疫情
防控放在了春运工作的首要位置。其中，铁
路部门严格控制列车超员率，加强客流疏
导；公路客运站严格落实乘客测温、查验健
康码等防控措施，并做好运输工具的消毒
和通风工作；不少机场在显要位置张贴和
摆放宣传提示语，加大摆渡车发车频次，减
少等候时间。
国家有关部门近日印发《2021 年综

合运输春运疫情防控总体工作方案》，要求
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铁路车站、机场要
建立全面对接机制，统筹做好综合运输服
务衔接工作，及时疏运旅客，避免造成人员
聚集。
但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火车、飞机、大

巴车等长途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坐时间长、

空间相对密闭、人员流动大，乘客随意走
动、口罩佩戴不规范等问题依然为春运期
间疫情防控带来诸多隐患。
——乘客口罩佩戴不规范。“绝大多数

旅客都能听从佩戴口罩等的劝导，但乘务员
巡查、打扫卫生时，总会发现有的乘客口罩
佩戴不规范，甚至摘下不戴。”一位列车长告
诉记者，没有办法“时刻关注乘客口罩佩戴
情况”，只能及时提醒乘客。由于座位间隙
小，乘客摘下口罩吃饭也会加大传播风险。
——乘客随意走动，不能保持安全距

离。一位列车乘务人员介绍，由于他所值乘
的列车运行时间超过 6个小时，部分乘客
会在车厢内走动，甚至跨车厢“活动身体”，
人员流动频繁。此外，在排队进站、检票上
车等环节，个别乘客不能保持“一米线”距
离，甚至出现“人挨人”的现象。
——站台吸烟增加疫情传播风险。由

于旅途时间较长，部分乘客会在上车前的
站台上，或者列车停站时走出车厢吸烟。由
于停车时间短，不少下车吸烟人都聚集在
列车门口，增加了疫情传播风险。
——无症状感染者较难防控。梳理发

现，近期各地散发疫情中，均有无症状感染
者引发的疫情扩散案例。部分交通从业者
认为，现在乘坐交通工具前使用的测温、查
验健康码等措施，在筛查无症状感染者方
面仍显“力不从心”，很难通过测温等方式
筛查出来无症状感染者。

平安过年，做好自己的“安全

卫士”

春运期间，除严格遵守相关政策要求
外，需要每个人都肩负起职责，做好自己的

“安全卫士”。
近日，有关部门已经下发《关于有序做

好春运期间群众出行核酸检测工作的通
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
专家吴尊友表示，目前，核酸检测仍然是能
够尽早发现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有效手段。
有关交通从业者、专家表示，有关部门可继
续加强前端防控措施，尽量减小无症状感
染者、确诊病例等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
概率。
乘客要认真进行体温监测，适当减少

用餐、吸烟次数，规范佩戴口罩。交通运输
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表示，各地要全面严
格落实乘客测温、查验健康码，提高客运场
站和交通运输工具通风消毒频次，旅客要
全程佩戴口罩，减少分散流动。
保持安全距离，减少非必要接触。北京

西站客运车间业务指导王琳娜建议，旅客
在进站口、安检口以及验证验票口，要严格
按照“一米线”间隔排队，在乘坐交通工具
过程中要始终做好自身防护，减少集中
聚集。

适当增强防控力量，加强督导和检查。
一些专家建议，乘客要支持和配合测温工
作，如有发热要主动报告，各地公共交通场
站要进一步强化安全意识，必要情况下可
增设疫情防控监督员，专门督促火车、飞
机、大巴车上的乘客落实好防疫措施。相关
监管部门也要强化督导，确保有关单位落
实好载客率、隔离区等要求。
吴春耕说，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的前提下，交通运输部将进一步做好运输
服务保障，优化路网运行服务，积极宣传引
导公众安全出行，确保“疫情不因春运扩
散”。

防疫下的春运：如何消除这些隐患？

1月 22日，巴木玉布木接受记者采访。 新华社记者周科摄本报 2月 2日 12版刊登了相关报道

新华社北京 2 月 3 日电（记者
安蓓、于文静）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
表示，为满足春节期间人民群众猪
肉消费需求，2020年 12月 17日
以来，已会同有关部门组织 7批中
央储备冻猪肉投放，累计挂牌投放
量达 18 万吨，近期将继续投放更
多中央储备冻猪肉。
春节即将到来，猪肉价格会出

现明显上涨吗？2019 年下半年开
始上涨的猪肉价格何时迎来“拐
点”？

春节前猪肉价格稳中有降

从往年季节性走势看，春节前
猪肉价格通常出现上涨。2020 年
12月以来，在消费旺季拉动下，猪
肉价格出现一波上涨。36个大中城
市超市集贸市场猪肉（精瘦肉）零售
价格从 27.5 元/斤上涨到 1 月 21
日的 30.36元/斤。随着国家和地方
储备肉联动投放，1月下旬猪肉价
格企稳并小幅回落。2月 2日，大中
城市精瘦肉价格平均为 29.96元/
斤，比 10 天前下降 1.3%，同比下
降 12%。
“今年猪肉零售价格波动基本
符合季节性特征。”中国宏观经济研
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主任郭丽岩
说，猪肉是典型的“菜篮子”商品，从
中央到地方都压实了主体责任，在
保供稳价方面采取大量针对性举
措。进入节日消费旺季以来，中央和
各地方加大储备肉投放密度和规
模，明显增加了市场有效供给量，尤
其是部分地区低于市场价投放平价
肉，在平抑价格方面发挥了关键
作用。

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
所副研究员朱增勇分析，从供需看，
截至 2020年 12月份，能繁母猪和
生猪存栏分别连续 15 个月和 11
个月环比增长，同比已连续 7个月
和 6个月增长。新冠肺炎疫情会对
部分区域、部分时间的消费需求产生一定影响，短期需求
缺乏外力刺激，猪肉消费需求较往年同期下降。
“综合判断，节前养殖户出栏积极性提升，出栏量继
续增加，储备肉节前继续投放，均能保障节前猪肉消费
需求。预计 2021 年春节前猪肉价格将以稳中有降为
主，小幅低于上年同期水平。春节后猪肉消费下降，如果
冻品消杀出库问题解决，预计价格会继续回落。”朱增
勇说。
为保障市场供应，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近

日已累计挂牌投放 18 万吨中央储备冻猪肉，并将于 2
月 4日（腊月二十三）、2月 9日（腊月二十八）两次挂牌
投放各 3万吨中央储备冻猪肉，同时部署各地投放地方
储备肉。地方投放储备肉主要在超市、平价商店等终端网
点直接面向市民销售，价格通常低于市场价，受到当地市
民普遍欢迎。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大批待投放

中央储备冻猪肉已经“在路上”，春节后至“两会”期间将
继续投放，持续保障市场供应。

上半年猪肉价格呈波动回落走势

受非洲猪瘟疫情等因素影响，2019年下半年以来，
我国猪肉价格持续上涨。在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下，各部
门多措并举，全力推动生猪生产恢复，强化流通保障、储
备调节和进口调节。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说，2020年以来，在市场拉

动和政策激励双重作用下，生猪生产持续加快恢复，产能
快速提升，非洲猪瘟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生猪市场供应持
续改善。据农业农村部对样本屠宰企业监测，2020年下
半年生猪日均屠宰量持续增加，12月份日均屠宰量比 7
月份增加 29万头，增长 61.7%。可以说，供应最紧张的
时期已经过去，后期供需关系将越来越宽松。
统计显示，截至 2020 年底，全国生猪存栏量为

40650万头，恢复到正常年份（2017年）的 92.1%，生猪
生产恢复势头良好。
郭丽岩分析说，生猪产业存在周期性叠加疫情冲击

等问题。预计今年上半年生猪出栏量将明显加快，猪肉消
费市场有效供应量也将增加，猪肉价格将继续呈波动回
落态势。
近期农业农村部召集专家会商，结合前期生猪生产

恢复情况、新生仔猪数量、猪饲料销量等因素测算，预计
今年 1至 2月份生猪出栏比上年同期增长 25%左右，后
期猪肉价格还有下降空间。

2021年 CPI将平稳运行

郭丽岩说，近两三年，受疫情和极端天气等因素影
响，猪肉和鲜菜鲜果价格波动明显加大，成为影响全国居
民消费价格（CPI）波动的主要因素。
“这是食品价格对 CPI波动的‘结构性影响’，不同
于总供求变化对 CPI的‘总量性影响’。”她分析说，主要
经济体一般用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来衡量物价
总水平中枢稳定性。这半年来，我国核心 CPI都稳定在
0.5% 左右，物价总水平稳定，不必担忧通胀或通缩
问题。
2020年，CPI运行前高后低、逐季回落，全年上涨

2.5%，完成全年物价调控目标。展望 2021年，郭丽岩分
析，由于全年翘尾明显低于上年，加之猪肉价格对 CPI
的拉动影响将由涨转降，预计全年 CPI 涨幅将低于
2020年，全年呈现“前低后稳”态势。
她强调，当前重要民生商品生产供应稳定、储备数量

充裕，各级各部门保供稳价经验充足，价格将保持基本平
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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