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驾出行仍稳居主体地位，今年春运预计达到72亿人次

春运期间重庆高速路网预计总车流量约5598万辆次，日均

140万辆次，同比上升0.5%
重庆83个高速服务区已配备超充终端，新能源车主可感受到

“充电10分钟，续航400公里”的充电体验

自驾

中国民航局预测，春运旅客运输量约9000万人次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预计迎送旅客约620万人次，平均每天保

障航班1000架次，迎送旅客15.5万人次，航班起降架次和客流

量分别同比2024年春运增长5.5%、7.7%

民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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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周尤

“今晚在瓦屋小镇团年哦，莫搞
忘了。”

“记到的，我还要提前过去帮忙
哦。”

1月13日，离蛇年除夕还有半个
月，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桥头镇陶然居
瓦屋小镇已经张灯结彩，提前进入了
过年的喜庆氛围。

当天，扎根家乡的村民和当地党
政机关的负责人，与帮扶桥头镇的民
营企业家一道，在桥头镇陶然居瓦屋
小镇提前过年。

从3年前，第一家民营企业扎根
桥头，到如今62家民营企业在此如火
如荼地开展“兴村”事业，桥头的改变
离不开当地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离
不开民营企业家们的扶持，更离不开
桥头百姓不怕苦不怕累、敢闯敢干的
韧劲。

作为首个入驻桥头镇的龙头企
业，重庆陶然居集团董事长严琦已经
连续3年参加“一起到桥头去过年”活
动。她说：“请大家一起到桥头过年，
目的就是让帮助过桥头的‘至爱亲
朋’亲眼看一看破茧成蝶‘新桥头’的
模样。”

拼桌拼出一场双向奔“富”

与以往不同，今年的团年饭，采
取了“拼桌”的方式——一个饭桌上，
既有民营企业家，也有驻村工作队队
员，还有石柱的干部。

“主要是方便大家交流。”桥头镇
党委书记王东说，这样的安排是有意
为之，“企业家与企业家可以围绕产
业发展相互取经，企业家和党委政府
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可以谈交流合作，
还能收集意见建议，帮着解决发展中
的困难。”

这样的有心安排，确实起到了正
面的效果。

天籁教育集团董事长唐宏伟和
石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谭新生“拼”
到了一桌。

“天籁集团在桥头镇和村集体及
国有平台成立了合资公司，负责牵头
运营乡村艺术写生创作基地。基地
自2023年9月试运营以来，接待了20
余个写生团队，共计6万余人次。”唐
宏伟将天籁教育集团在桥头干的大
事一一列举，谭新生边听边点头。

谈起今年的计划，唐宏伟信心满
满：“基地正在积极探索‘写生+民宿’

‘写生+旅游’‘写生+农业’‘写生+教
育’等多元融合的产业发展模式，加
快形成集写生、培训、游学、文创、餐
饮、住宿、艺术品拍卖等于一体的乡
村艺术写生创作全产业链，将有效促
进桥头特色民宿、写生及研学观光等
产业提档升级。”

“过去一年桥头镇的成就有目共
睹，很感谢民营企业家的大力支持和
无私奉献。”谭新生表示，对唐宏伟提
出的新年打算，将及时传达给有关部
门，并持续跟进，当好企业家的“服务
员”。

夜渐渐深了，但瓦屋小镇却灯火
辉煌，人声鼎沸。这场500多人的团
圆饭，是“乡村有看头、干部有劲头、
群众有甜头、发展有奔头”的最好注
脚。

以前无人问津，如今成“香饽饽”

如今的桥头热闹非凡。但当地
村民，却忘不了几年前的贫穷落后、
无人问津。

在桥头生活了49年的村民谭清
英清楚地记得，从前，“躲”在大山深
处的桥头镇守着丰富的自然景观，却
少有游客来访，更别说产业发展了，
就连原有的上万亩脆红李产业，也因
管护不积极、不到位，增收效果并不
好。

本想着就这样“得过且过”的谭
清英，却在2022年被严琦拉着一起做
生意。

谭清英家的房子，正对着陶然半
山民宿。随着陶然半山民宿的建成
投用，当地突然热闹起来，谭清英说，
真没想过农村也能变成“香饽饽”。

谭清英清楚地记得，陶然半山民
宿装修的时候，自己偶然碰到了来查
看进度的严琦。得知她的家就在民
宿对面时，严琦当即向她建议：“你家
地理条件这么好，不如开个民宿？”

“开民宿？我没得钱，也搞不
懂。”谭清英当即打了退堂鼓。

“我帮你们，你们只管把房间打
扫出来，保持干净，剩下的由我来
做。”严琦承诺。

说到做到。陶然居集团成了谭
清英家的对口帮扶企业，送床单、送
被子、送洗漱用品，只要是开民宿需
要的东西，陶然居全部免费送上门。
不仅如此，陶然居专业的酒店工作人
员还对谭清英进行培训，让一个门外
汉没过多久就成了“专业选手”。

2023年4月，原先的土屋房翻新
改造成干净的房间，谭清英的民宿

“观湖小筑”正式开门迎客，“我算了
一笔账：去年，民宿接待游客百余人，
增加收入近万元。”

2024年，62家民营企业扎根桥
头打造乡村艺术写生、特色风情民
宿、休闲旅游观光、农特产品加工四
大业态，惠及当地6273人，实现在家
农户结对帮扶全覆盖。

“乡村所需”与“企业所
能”有机结合

桥头巨变的背后，是重庆深入实
施“万企兴万村”，把“乡村所需”与

“企业所能”有机结合，激活乡村产业
“新引擎”的有益探索。

招商难、招商弱曾是桥头镇发展
的瓶颈。面对困境，桥头镇按照“政
府负责基础设施配套、企业投资建设
运营、集体经济入股分红、群众参与
增收致富”的共建共享共富方式，创
新制定出“策划、设计、建设、运营”于
一体的招商模式，“以商招商”吸引62
家企业落户桥头。截至目前，各方投
资桥头镇总额超过1.5亿元，破解了
乡镇招商难、招商弱的难题。

如今，企业进来了，产业也发展
了。

严琦介绍，目前陶然居集团在桥
头建设的产业项目有11个，打造了集
国宾半山民宿、陶然居数字乡村太空
舱智慧酒店、陶然半山民宿果酒坊、
桥头镇土家族摆手舞广场、果园采摘
农耕体验、桥头镇高山土家松木腊肉
加工厂、桥头镇陶然居万缸辣椒豆瓣
火锅产业直播示范基地、桥头镇“万
企兴万村”乡村振兴产业学院等于一
体的“工农餐文旅购”综合业态组
团，“目前，这些项目都逐渐走上正
轨，未来发展会越来越好。”

不仅是严琦，来到桥头发展的其
他企业家也尝到了“甜头”。

“再别康桥”民宿，是由旧农房改
造而成的院落群，虽保留了老的夯土
墙和老物件，但生活起居配套却十分
现代化。

民宿负责人刘晓波说，目前已经
投入了1000多万元，把“再别康桥”民
宿打造成集餐饮、住宿、研学、户外营
地于一体的综合体。2024年，民宿接
待游客5万人次，年销售额达到150
余万元。

让人开心的是，正是看到了桥头
镇发展的强劲势头，已经有企业家开
始追加投资，好风景正逐步变成村民
致富的好“钱景”。

“船到桥头自然‘值’”是桥头镇
党委政府的一句对外宣传语，也是对
桥头的美好祝愿。现在，这个美好愿
景正在逐渐变为现实。

吃顿拼桌团年饭 结交致富新朋友

这场500多人的团圆饭
见证桥头发展新速度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铌紫 黄乔 实习生 李思宇

1月14日，2025年春运正式拉
开帷幕。

这是春节申遗成功后的首个春
运，也是有着8天春节长假的春运。
40天里，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预计达到90亿人次。

条条归途，涌动着人们对“中国
年”的幸福期盼。温暖回家路，我市
铁路、民航等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客
流，助旅客踏上温暖旅途。春运首
日，记者走近春运一线，感受2025年
的春运。

温暖旅客回家路

当天上午，重庆北站，旅客杨欣
与丈夫准备乘坐火车回老家彭水，却
被候车室里正在开展的文艺表演所
吸引。夫妻俩上前观看，拍手叫好。

当日，重庆火车站联合市文旅委
以及多家铁路部门共同开展“‘渝’见
文明、暖行新春”主题快闪活动，并邀
请市川剧院的演员在候车室为旅客
表演川剧。

“春运刚开始，人还不算太多，就
打算早点回家过年，没想到火车站里
这么热闹。”杨欣说，其与丈夫都在重
庆中心城区务工，儿子在贵州工作。
去年干的活不多，很多工友和他们一
样，都选择早一点回家，“希望新的一
年能有更多活干，赚更多钱。”

演出结束后，车站还组织工作人
员向旅客派发铁路文明出行宣传折
页以及“福字贴”“平安福”等文创产
品，向旅客普及文明出行知识，现场
解答旅客问询，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在倡导旅客文明出行的同时，以实际
行动为旅客提供温暖旅途。

“氛围特别好，我带着小孩回郑
州，刚进站就有志愿者主动帮我提行
李，让人心里暖暖的。”旅客徐女士说
道。

家在酉阳的刘先生与两位同乡
在新疆务工，他们从乌鲁木齐坐了
30多个小时的火车到达重庆北站，
马上又要转车回酉阳。他说，现在买
票很方便，从新疆回来的火车上人很
多，大家有说有笑，想到马上就能回

家了，一点也不累。
春运大潮少不了归家的学子。

记者注意到，车站里有不少成群结伴
的高校学生。在铜梁读书的小赵背
着吉他和行李早早来到重庆北站，约
上朋友一起回老家奉节。

“我们这趟车有很多大学生，放
假回家，大家都特别高兴。”小赵说，
现在12306App推出了学生预约购
票专区，再也不用担心抢不到票了。

候车室里，一位身着军装的男士
引人注意。“我老家在四川南充，两年
没回家了，非常珍惜这次回家的机会，
也特别感谢家人一直以来的支持。”李
先生是一名现役军人，上一次见妻子
还是半年前，这次妻子专门到重庆接
他回家过年，一家人终于能团圆了。

贴心服务添温情

人群中，除了归心似箭的人们，

还有一群特殊的旅客，他们在全面放
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的支持下来到
中国旅游。来自英国利兹的本已经
在中国旅行了近半个月，去过北京、
长沙、贵阳等城市，在重庆游览几天
后，接下来正准备坐高铁前往成都、
西安。

中国便捷的交通给本留下了深
刻印象。“在中国，不管去哪个城市我
都坐高铁，速度非常快，价格也不
贵。”本说，在重庆旅行的体验相当不
错，本地人热情好客，虽然语言不通，
但大家都在努力尝试沟通，下次他要
把父母也带到中国来玩。

春运，是一场关于回家的迁徙，
承载着无数人对家的眷恋与期盼。
当天，铁路部门在重庆北开往北京西
的夕发朝至动卧列车D96/5次和重
庆西开往北京西的 T10/9 次列车
上，开展贴心服务，为归乡之路增添

温情。在T10/9次列车的温暖餐车
上，班组推出热水热饭热汤的温暖套
餐和“一线一特色菜谱”，结合列车沿
线特色，带来京酱肉丝、干煸鲫鱼等
地方特色美食，暖心服务24小时不
间断。

“回家过年，是每个游子心底最
深情的告白，铁路工作者用行动为这
份告白搭建起畅通无阻的桥梁，让每
一位旅客在归乡途中都能感受到温
暖与安心。”重庆火车站相关负责人
表示。

“一老一小”无忧行

1月 14日下午，重庆江北国际
机场T2航站楼正在开展“畅行空港
春运路·古韵华夏服务情”主题活
动。现场，几位身穿唐装的女子，手
拿团扇，随着优雅的音乐翩翩起舞，
引得来往旅客驻足观看。

“好看，很有过年的氛围！”刘远
是一位在重庆工作的江西人，他把行
李箱放在身侧，拿出手机记录下表演
者优美的舞姿。

“来重庆五六年了，每年就春节
回去。”刘远说，父母年龄越来越大
了，这次特意提前请假，回家后想带
着父母去三亚旅游，“新的一年，我希
望父母身体健康，平平安安。自己的
工作也有新的突破。”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春运期间，重
庆航空升级多项服务举措，不断优化
服务流程，保障“一老一小”出行无忧。

由于许多老年旅客使用智能手
机不熟练，影响出行体验，重庆航空
在地面出行环节，设置特殊旅客服务
专柜，提供票务、值机、票证服务、优
先登机和行李查询等服务，并在值
机、安检、登机等环节指派专人进行
全链条服务，可为没有提前申请轮椅
服务的老年旅客提供轮椅，确保每位
老人都能安全、顺利地上下飞机。

对于“无成人陪伴儿童”，重庆航
空免费为5周岁以上、12周岁以下
的儿童提供专属服务，由专人引导无
陪儿童前往值机柜台办理相关值机
手续，并在登机牌上专门标注。从候
机、登机、乘机到下机，都有工作人员
全程无缝引领陪伴，直至将小朋友安
全顺利交到接机人手中。

40天，预计90亿人次跨区域流动——

归乡之路温暖启程

1月13日，石柱县桥头镇陶然居瓦屋小镇张灯结彩，村民们欢聚一堂，共享
热闹温暖的团年饭。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关注2025春运

铁路部门预测，今年春运全国铁路发送旅客有望突破5.1亿
人次，日均1275万人次

重庆火车站全站预计发送旅客940万人次，日均发送23.5万
人次，同比2024年春运增加52.6万人次，增幅5.9%

◀1月14日，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第八辆捷运“小火车”正在吊装上线，连接T3A—T3B的机场捷运
系统正在进行动车调试及试运行。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1月14日，G42沪蓉高速渝宜段巫山服务区，为
过往旅客提供饮姜茶、吃汤圆等服务。

特约摄影 王忠虎 通讯员 熊威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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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旅客走出黔江区火车站。 特约摄影 杨敏/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