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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广州 1 月 15
日电（记者吴涛）15 日 7
时 58 分，G6551 次高铁
列车缓缓从广州东站驶
出，向着香港西九龙站加
速飞驰。这是广州东站建
站以来首趟开行往香港
西 九 龙 站 方 向 的 高 铁
列车。
　　因疫情而停运近 3
年的广深港高铁 15 日起
恢复通车，并且新增从广
州东站到香港西九龙站
的直达高铁列车。从广九
铁路到广九直通车，再到
广九高铁直通车，100 多
年来内地和香港之间的
联 络 之 线 越 来 越 通 畅
牢固。
　　广州与香港的铁路

“情缘”要追溯到 100 多
年前。1911 年广九铁路
全线通车，香港和内地之
间的大通道从此开通。在
抗 日 战 争 、解 放 战 争 期
间，广九铁路几度中断。
改革开放后，广九直通车
稳定开行。
　　据广州东站介绍，40
多年来广九直通车载客
超 1 亿人次，成为香港与
广东乃至整个内地血脉
相 连 的“亲 情 线”“经 济
线”。处于改革开放前沿，
广九直通车见证了许多

“开风气之先”的故事，也
见证着香港和内地的通
道越来越通畅。
　　“1998 年，引进新列
车的广九直通车时速在
国内率先达到 200 公里，内地和香港之间的交通变
得更加快捷。”曾在上世纪 90 年代担任广九直通车
列车长的毕江说。
　　 2018 年广深港高铁全线开通运营，香港加入
全国高铁城市“朋友圈”。奔行的钢铁巨龙缩短了粤
港两地的时空距离，更将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
紧密联系在一起。
　　“因广州南站离市区较远，为满足旅客就近乘
车的需求，此次广深港高铁恢复通车时开通了广州
东站至香港西九龙站高铁（简称广九高铁直通
车）。”广铁集团客运部总工程师彭翔说。
　　广州东站地处广州市天河区中心地带，地铁、
汽车通达便捷，是广州铁路枢纽“五主四辅”的核心
组成部分。作为中心城区最为繁忙的车站之一，广
州东站高峰时年发送旅客 2394 万人次。
　　彭翔告诉记者，广九直通高铁全程运行约 177
公里，全程最快运行时间 1 小时 37 分，较原有广九
直通车省时约 23 分钟。开行初期日均安排 6 对高
铁列车往返广州东和香港西九龙两地，后续将根据
客流情况，适时优化调整。
　　广九高铁直通车将采用“一地两检”的通关模
式，旅客在广州东站可直接上车，到达香港西九龙
站后再进行通关检验，较以前“两地两检”模式进一
步优化了通关流程，预计可节省约 20 分钟通关
时间。
　　“大湾区高铁网越来越密，构建起粤港澳大湾
区贯通东西、纵横南北的交通体系，也让香港和内
地城市的时间距离单位从‘天’变成‘时’和‘分’，联
系越来越密切和牢固，让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更
顺利。”广州东站站长刘启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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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广州/香港 1 月 15 日电 15 日清晨 7 时
3 分，G5624 次列车从香港西九龙站缓缓驶出，向
着深圳北站的方向加速奔去。这是因疫情而中断近
3 年的广深港高铁正式恢复通车后的首趟列车。
　　当天，在香港西九龙站，曾经冷清的车站变得
热闹起来，不少旅客拖着沉甸甸的行李箱，虽然戴
着口罩，但从眉眼中仍能看出他们踏上旅途的
喜悦。
　　“我已经三年没回过家了！一听说广深港高铁
香港段复通，我就第一时间买了最早的一趟车回
去。”老家在广东汕尾的香港市民蔡女士告诉记者，
她的父亲已 80 多岁，“希望今天早点到家！今年一
定在家多待几天，好好陪陪他们。”
　　在人潮涌动的深圳北站，春运北上返乡客流
中，南下的 G5607 次列车显得有些特别。这是广深
港高铁恢复通车后从内地开往香港的首趟列车。整
洁明亮的车窗上，贴着“新年快乐”“钱‘兔’无量”窗
花，透露出浓浓的节庆气氛。
　　在深圳从事中医药研究工作的港籍青年黄文
伟因家里有事回港，正巧赶上了首班车。他说：“我
住在深圳光明区，今晚家里的事忙完就回深圳。有
高铁真的是方便又便宜，周末可以回香港陪家里
人。”
　　据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恢复运营初期将安排开行广州、深圳地区和
香港西九龙之间的跨境高铁列车，日均开行高铁动
车组旅客列车 38.5 对。未来还将根据客流情况适
时优化调整开行方案，推动跨境高铁旅客运输有序
恢复。
　　在香港上学、亲历了广深港高铁从中断到恢复
通车过程的江西学生廖俊正准备搭乘首趟高铁回
家，他说：“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天，广深港高铁恢复
通车对联通香港和内地意义非常。”

（记者吴涛、黄茜恬、赵瑞希、梁文佳）

广深港高铁 1 5 日

正 式 恢 复 通 车

　　“今晚是小年夜，站上人也多，我们多包
几个饺子，不然不够吃哩！”1 月 14 日，马忠
华左手拾起一个小面团，右手抄着擀面杖，麻
利地擀起了饺子皮。
　　今年 45 岁的马忠华是祁连山国家公园
青海片区油葫芦管护站副站长。油葫芦管护

站地处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山野牛沟
乡境内，目前有专职管护员 15 人，海拔超过
3300 米，管护区面积超过两万公顷。
　　 1 月 14 日是北方小年，马忠华和站上的
另外 4 名生态管护员依然在岗值班。让马忠
华欣慰的是，妻子和女儿中午专程从祁连县
城赶来，陪自己共度小年夜。当日 14 时左右，
马忠华和同事们像往常一样出现在距离管护
站 10 公里外的山腰间，开始巡护工作。
　　隆冬时节，管护站所在区域的最低温度
可达零下 25 摄氏度。尽管身穿加厚棉服，还
是挡不住山间的阵阵朔风，大家伙儿的面部
全部冻得通红。
　　“快看，前面那儿好像有动静！”马忠华顺
手抄起胸前的望远镜，望向远处的山沟，很
快，有 10 多只狍子闯入他的视野。

　　“我们每天要将巡山发现的野生动物数
量仔细记录在巡山日志中。”马忠华告诉记
者，除了巡山防护，还要宣传防火知识、巡查
野生动物分布情况，有时候碰到道路遇阻、
电力设施损坏，巡山管护员们也会排查
报告。
　　自祁连山国家公园试点建设以来，青海
片区有超过 1200 名牧民成为生态管护员，成
为祁连山南麓地区生态保护的重要力量。
　　“来来来，饺子来啦！大家赶紧动筷子。”
14 日 19 时许，老鲍端着两盘冒着热气的饺
子疾步走向餐桌，端放在两侧。桌子中间还摆
着刚出锅的麻婆豆腐、辣子炒肉、炒莴笋，周
围摆放着水果、糖果和饮料。
　　老鲍本名鲍宪红，52 岁的他是站上年龄
最大的管护员，2015 年管护站成立后就来到

这里。多年来，他切身体会到祁连山地区生
态环境的变化。
　　“现在我们出去巡山，经常能见到岩
羊、狍子、蓝马鸡，路遇几百只的岩羊群，也
不是啥新鲜事了。”老鲍告诉记者，随着祁
连山国家公园试点建设的推进和生态管护
制度的健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保护生态、
守望家园的队伍中。
　　一旁的拉忠才让，今年 30 岁，是野牛
沟乡当地人。2012 年，他成为一名草原管
理员，两年前，他又成为油葫芦管护站里的
一名管护员。
　　 14 日，临近深夜，屋里的炉火越烧越
旺，大家伙儿越聊越起劲。

（记者周盛盛、李占轶、解统强）
新华社西宁 1 月 1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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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图：1 月 1 4
日晚，油葫芦管护站
的管护员在屋内包
饺子。
  右图：1 月 1 4
日晚，管护员们在一
起吃饺子。

新华社记者
周盛盛摄

　　炉火正旺，蒸汽升腾，铫子中的藕汤翻
滚，香味弥漫。
　　 1 月 12 日上午，记者在武汉市武昌区
户部巷街区见到黄磬时，她正穿行在一排排
炭火炉间。“炉子越开越多，烟火气越来越
旺，新年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强。”黄磬笑容
满面地说。
　　在这条远近闻名的美食街上，49 岁的
黄磬和丈夫经营着一家餐厅，主打莲藕炖排
骨这道荆楚名菜。由于用料实在、工艺讲究，
成为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而来的“网红店”。
　　去年下半年以来，由于疫情反复，户部
巷人流量大大减少，不少商户原本红火的生
意被按下了“暂停键”。“以前 30 多个炉子从
早到晚忙不过来。可疫情一来，有时一天只
有五六名客人，自己和员工吃掉的藕汤，比
卖出去的还多。”黄磬一度忧心忡忡。
　　如何恢复人气、刺激消费，成了街道社
区的一项重要工作。“对商户建立帮扶台账、
与私人房东协商减免房租、帮助商户申请低

息贷款、邀请文艺表演拉拢人气……”户部
巷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桂杰说，一系列的行动
不仅为店主们减轻了负担，更坚定了大家度
过寒冬的信心。
　　“只要齐心协力、共渡难关，春天就在眼
前。”黄磬说，刚过去的元旦假期，户部巷的
人流已有明显回升，这个“永不打烊”的小巷
正在回归。
　　下午 2 时许，位于汉口老城区的汉正街
雨后初霁。地面积水还未干，街区内采买货
物的人流已是熙熙攘攘。
　　“老板，三层的红灯笼还有货吗？我要
600 个。”“老板，一米六和二米二的对联各
来 40 套。”……汉正街牌坊附近的一家装饰
用品店内，上门采买的顾客络绎不绝。
　　旋转闪烁的红灯笼、绳结密实的中国
结、噼啪作响的电子鞭炮……不足十平方米
的小店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新年装饰用品，
浓浓“年味儿”扑面而来。
　　“现在从早上 7 点开门，常常要忙到晚

上 7 点。”店老板黄红姣兴奋地说，新年伊
始，小店就忙碌起来。进店的除了逛街的散
客，更多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商贩。
　　在汉正街打拼的十年，黄红姣夫妻见证
了“天下第一街”的变迁，也经历了这几年的
起起伏伏。
　　“好在最艰难的时刻终于过去了。”说起
新年愿望，黄红姣腼腆地笑了笑。“今年采买
饰品的顾客明显多于去年，大家都对新年充
满期待，希望来年生意能越来越好。”
　　夜幕降临，在武汉市黄陂区汉口北品牌
服装城内，忙碌依然在继续。
　　在一家服饰店门前，47 岁的老板周胜
利正忙着和工厂沟通生产情况，3 位主播在
手机前卖力地展示推销，工作人员麻利地整
理打包，吆喝声、点货声此起彼伏。
　　周胜利 20 岁从家乡黄冈外出闯荡做服
装生意，北京、天津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脚印。
2019 年他选择回到武汉发展，但不想遇上
了疫情。

　　疫情形势好转、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
整后，周胜利明显觉得市场“暖”起来了。

“现在我们 24 小时轮转，一边直播一边发
货，春节也不停工。”周胜利说，现在一天
能卖出几千单，营业额达到 20 万元，除了
湖北，还发往华中、华南地区的多个省份。
　　在汉口北，这样繁忙的景象处处上
演。文体玩具城的新年装饰品店主王兴鹏
穿梭于大红灯笼、满墙对联中，忙得脚不
沾地；海鲜食材行的李老板看着活蹦乱跳
的帝王蟹被打包发出，笑得合不拢嘴；味
道小镇的干货店主李剑招呼顾客，推销着
自家上新的话梅和果干……
　　数据显示，2023 年元旦至今，汉口北
市场共接待消费者近 65 万人次，30 多个
专 业 市 场“年 货 节 ”销 售 额 已 达 1 6 . 5
亿元。
　　小店转起来，商户们的心也正热腾起
来。    （记者熊琦、熊翔鹤、龚联康）

新华社武汉 1 月 13 日电

武汉：“永不打烊”的户部巷正在回归

　　新华社贵阳 1 月 15 日电（记者王丽、李
黔渝、汪军）“守着自家上百亩的山林不能
砍，老百姓房屋改造还得从保护区外拉木材
进村，费时费力成本又高。”贵州省雷山县方
祥乡雀鸟村村支书吴昊对记者说。
　　方祥乡地处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内，这里是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分水岭，村
民的山林被列入重点生态区范围，禁止采伐。
　　为解决生态功能区林农“造林不变现”
问题，贵州于 2018 年启动重点生态区位人
工商品林赎买改革试点工作。2021 年，这项
试点工作惠及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该
保护区获得森林赎买资金 500 万元，完成了
990 亩重点区位人工商品林赎买工作。2022
年，保护区又获得 1000 亩森林赎买指标，已
全部兑现完成。
　　“保护好生态，既有利于下游发展，又让
林农受益。”吴昊说，每亩山林林农可获得

4800 元补偿，村委会可获得 200 元补偿。截
至 目 前 ，雀 鸟 村 已 实 施 人 工 商 品 林 赎 买
157.38 亩，得到补偿金 78.69 万元。
　　在贵州，像雷山县一样的重点生态功能
区，通过横向生态补偿让群众多了一条增收
路径。贵州省林业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十四
五”期间，贵州省将继续在麻阳河、梵净山等
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开展赎买工作，到 2025
年将完成赎买改革试点任务 8.2 万亩以上。
　　近年来，贵州农村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因地制宜探索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绿色
发展成效初步显现，“绿色财富”得以变现。
　　就在 2022 年下半年，贵州江口县的两
家公交公司从县农信社获得 600 万元贷款，
利率从 8.2% 下降到 5.5% ，每年可降低融资
成本 16.2 万元。江口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党委书记吴猛说：“根据测算，这两家公交公

司投运的新能源车辆，每年可节约燃油 650
多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3080 吨，凭借这样
的生态贡献，他们拿到了优惠贷款。”
　　江口县位于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脚
下，森林覆盖率高达 77% 。当地借助优良的
生态优势挖掘绿色金融潜力，创新推出“梵
净生态账户”。针对农户、企业、个体工商户
等 5 类客户主体，金融机构从生态资产、生
态经营、生态生活、生态公益等多个维度，采
集客户主体的信息数据，换算成生态积分
后，作为评级授信、利率定价的重要依据。
　　截至目前，江口县已建立“梵净生态账
户”1212 个，授信金额达 2.13 亿元，发放

“梵净生态贷”837 笔、1.45 亿元。
　　地处长江、珠江“两江”上游生态屏障的
贵州，近八成县域属于长江防护林保护区，
四分之一国土涵养着珠江清源。但贵州又是
石漠化“重灾区”，曾是全国石漠化面积最

大、程度最深的省份，生态十分脆弱。
　　在岩溶地区实施石漠化综合治理，
贵州将“治石”与“治贫”相结合，通过采
取封山育林、人工造林、草地改良等林草
植被恢复措施，过去十年间石漠化面积
减幅达 43% 。
　　地处乌江源百里画廊大峡谷的黔西
市新仁苗族乡化屋村，过去叫“化屋基”，
意为“悬崖下的村寨”。这里群山阻隔、险
流环绕，曾因重度石漠化被列为人类不宜
居住之地。近年来，当地将石漠化治理与
打造“乌江源百里画廊”旅游精品线路结
合起来，促进了环境增绿、村民增收。
　　记者了解到，“化屋基”的苗族群众从
悬崖下搬到江边的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
点后，依托秀丽的自然风光和特色的民族
文化大力发展旅游，村里开起 30 余家农
家乐，村民实现了从脱贫到小康的蜕变。

贵州：一度“造林难变现”，如今“增绿又增收”

上海立法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3 月起施行
　　据新华社上海 1 月 15 日电（记者郭敬
丹、王辰阳）《上海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
15 日经上海市第十六届人大第一次会议表
决通过。条例对上海的无障碍设施建设与维
护、信息交流、社会服务以及相关社会共治、
监督管理等作出规定，将于 2023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无障碍环境建设，则是指为这些成员自
主安全地出入建筑以及使用其附属设施、通
行道路、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获取、使用
和交流信息，获得社会服务等提供便利和条
件所进行的相关活动。
　　条例关注无障碍信息交流，其中提出，
鼓励开发满足残疾人、老年人等需求的即时
通信、远程医疗、学习教育、地图导航、金融

支付、网络购物和预约服务等无障碍应用
程序。
  并且，支持各类教育机构及其他社会主
体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培训、提供课程，帮助
残 疾 人、老 年 人 等 提 高 运 用 智 能 技 术 的
能力。
　　在公共交通服务方面，条例明确，鼓励
地图导航等出行服务软件逐步完善无障碍
设施的标识和无障碍出行路线导航功能，并
加强与相关网站和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的
融合运用。
　　条例也对线上线下服务融合作出规定，
明确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提供服
务的场所应当根据残疾人、老年人等社会成
员的无障碍需求，为其使用相关信息化服务

给予帮助，涉及医疗、社会保障、生活缴费
等服务事项的，应当保留现场人工办理等
传统服务方式，推动线上、线下服务融合
发展、互为补充。
　　打通无障碍出行“最后一公里”，条例
设专章对无障碍设施建设与维护作出规
定，包括城市道路、停车、无障碍客房和卫
生间等方面。
  同时，条例明确，上海鼓励和支持用
人单位开展就业场所无障碍设施建设和
改造，为有无障碍需求的员工提供必要的
劳动条件和便利。
　　条例禁止影响无障碍设施正常使用
的行为，包括损坏、擅自占用无障碍设施，
擅自改变无障碍设施用途等。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4 日电（记者陈旭）
记者 14 日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获悉，为确保“两节”期间首都正常生产生活
秩序，相关部门围绕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多
措并举，保障企业用工需求和务工人员权益。
　　据悉，北京市相关部门动态掌握人员流
动和留京过年底数，指导行业企业储备应急
力量，建立重点企业用工服务保障机制，开展
共享用工、余缺调剂，保障企业用工需求。
　　面向留京务工人员，相关部门协调提供
防疫药品物资暖心包，指导企业开展“过年 7
天乐”“不打烊红包”“子女团聚补贴”及反向
过春节等活动。
　　据了解，为满足北京市人力资源市场供
需对接需求，北京自 1 月 8 日起已全面恢复
举办现场招聘会，发挥招聘会对复工复产和
劳动者就业的促进作用。

北 京 ：多 措 并 举
保障“两节”用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