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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特雷莎·梅
强调中英应顺应时代潮流，共同打造“黄金时代”增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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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黄浩苑、丁静、余贤红、张睿

在广州工作的张渝每年回重庆，需要坐 20 多
个小时的普通列车，今年坐上刚开通的渝贵高铁，
她只花了 7 个多小时就迈进了老家的门槛，“便
捷、舒适”是张渝的直接感受。

2 月 1 日，为期 40 天的春运大幕开启。这是
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大迁徙，见证着时代
的变迁，在返乡旅途变与不变之间，越来越多的旅
客踏上通往春天的归途。

快点，再快点！不断“缩短”归途

“K241 次列车，即将出发！”1 月 31 日 11时
许，南铁鹰潭机务段火车司机余向阳一切准备就
绪。“春运即将开启。从蒸汽机车时代到内燃机车
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变化太大了！”他说。

在余向阳 25 年春运工作中，他记录了 84 本
司机手账，写了 25 年春运的所见所想。“旅客
多，人员杂，登车乱，到处是挑着扁担、肩扛背
包、三五成群追车奔跑的旅客，切记待人员全部
上车后再发车。”这是第一本司机手账中中记录
下蒸汽机时代春运的场景。

春运的变迁，是观察中国日新月异发展的窗
口。一本手账就是一段春运小印记，刻画出年年
人们归途的不同。

从内燃机车到电力机车，余向阳等了 8 年，
随着高铁时代来临，机车的速度一快再快！高铁
动车缩短了人们的归途。

过去，“中国春运看铁路，中国铁路看广
州。”以快速、普通列车为主的广州站日发送旅
客高峰从 2010 年春运后逐年下降，至今年春运
预计不超过 16 万人次，而预计 2018 年春运高峰
期，全国客流量最大的高铁车站——— 广州南站日发送旅客
超 32 万人次。

出行结构正发生变化。国家发改委等九部委会商预
测，春运期间道路发送旅客量首次下降，铁路和民航客流
保持高速增长，预计全国发送旅客近 29 . 8 亿人次。

记者了解到，“复兴号”继续扩容首次加入春运，动车组
旅客发送量将接近六成；西成高铁、渝贵高铁、兰渝铁路等
一批铁路新线相继开通，“蜀道难”“黔道难”显著改善，春运
期间预计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约 3 . 9 亿人次。

航空正日益平民化。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乘机
回家，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乘机旅游。春运期间，全
国民航预计发送旅客 6500 万人次。截至 1 月 23
日，航空部门批复加班包机近 1 . 65 万班。

道路客流仍是主流，阶段性是道路出行显著
特点。不断改善的路网环境和路况，使私家小轿车
出行大幅增长。今年全国仍将有 24 亿多人次，在
超过 470 万公里的公路上奔驰。

动动指尖，“不吃不喝”排队购票

时代远去

“放票那天，我用手机客户端刷票，5 分钟过
后订单提交成功，买到回家过年的票。”陆瑗瑗说。

来自广西南宁的陆瑗瑗大学毕业后留在广州
工作，前些年为了买一张回家的车票，“恐怖经历”
让她记忆犹新：去售票大厅里排队，忍饥挨饿，不
敢喝水怕上厕所，焦灼地要排 4 个小时。“现在买
票便捷通畅多了，不需要像当年那样不吃不喝‘望
穿秋水’。”

不仅票难买而且热门线路一票难求。“上世纪
90 年代，一张广州到成都的硬卧票，150 元能炒
到 900 元。”广州火车站保卫科科长朱海滨说。

春运的变化不仅是运力增加和提速，无论是
火车站还是客运站，从“人山人海”的排队购票，到
动动指尖刷票，凸显了春运归途品质的升级。

“大部分春运售票在网络端，互联网购票约占
到总订票数的七到八成。”北京南站有关负责人介
绍。

记者走访北京南站、北京西站等火车站发现，
即便在春运高峰期售票的节点，售票大厅也没有
见到大量排队购票的情况。这与传统印象中春运
购票火爆场景相比显得有些“冷清”。

“过去一到春运，就在南广场、北广场，用帆布
的棚子搭建 150 多个窗口的临时售票区，旅客排
队特别多。”北京西站党委书记宋建国说，现在跟
周六日客运组织差不多。

记者了解到，春运期间，越来越多的公路客运
站延长预售期限、增加售票窗口和售票时间，推行
联网售票、手机售票等售票方式，增加自动售、取
票设施设备，推出 24 小时春运订票专线等，为旅
客购票提供便利。

“归途”环节日趋便利背后是百姓多元化需
求，与之相对应、孕育而生的是更多春运举措的革
新。

从以往的窗口、代售点售票到电话、互联网、
手机 APP、自动售取票机，多元化购票方式层出
不穷；

在支付方式上，从现金到电子支付的转变，人
们开始习惯说，“手机没电了，我用现金支付吧”。

实名制售票、网络售票等更透明、更阳光，遏
制了“无可奈何”的黄牛，让更多的人对顺利回家

有了幸福的憧憬。

宾至“如归”，回家路幸福感更强

“东西多，上了车看好自己的东西，买盒饭吃，别省！”这
句熟悉的叮嘱，折射出“出门”的不易。

湖北潜江的陈莉带着 5 岁半的儿子，今年从广州乘高
铁回家，以前除了大包小包，让她烦心的是儿子的饭怎么
解决。 （下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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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 月 1 日电(记者刘华)
国家主席习近平 1 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
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英国首相特雷
莎·梅。

习近平首先请特雷莎·梅转达对伊
丽莎白二世女王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
愿。习近平指出，英国是最早承认新中
国的西方大国。建交以来，两国各领域
合作硕果累累。 2015 年我对英国进行
了成功访问，双方共同揭开了中英关系
“黄金序章”。中方愿同英方一道，推
动中英关系在新时代健康稳定发展，为
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世界繁荣稳
定提供更多助力。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多极化、经
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
发展，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已经成为时代主流。中英双方应
顺应时代潮流，结合两国各自发展阶段
和合作需求，赋予中英关系新的时代内
涵，共同打造“黄金时代”增强版。一要提
升中英关系“黄金时代”战略性，从战略
高度和全局角度看待和规划双边关系未
来发展。继续办好战略、财金、人文等高

层对话机制，不断夯实“黄金时代”的政
治基础。加强两国立法机构、政党、两军
对话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尊重和照顾彼
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以建设性方式
处理好敏感问题。二要增强中英关系“黄
金时代”务实性，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再上
新台阶。加强两国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在
金融、核电、投资等领域合作，探索在人
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共享经济
等新业态的合作。中方支持经济全球化
和贸易自由化。“一带一路”是公开、透
明、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倡议，秉持共
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在市场规律和国
际规则下运作。中英双方可以在“一带一
路”框架内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
深层次的互利合作。三要拓展中英关系
“黄金时代”全球性，深化在联合国、二十
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构内交
流合作，推动解决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
战，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四要促进
中英关系“黄金时代”包容性，发扬两国
文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传统理念，加
强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交往和友谊，夯实
两国关系民意基础，为促进东西方文明

交流互鉴、不同文明国家“和合共生”
树立典范。

特雷莎·梅转达了伊丽莎白二
世女王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
特雷莎·梅表示，我赞同习近平主
席对英中关系的评价。习主席 2015
年对英国成功的国事访问，开启了
英中关系的“黄金时代”，推动了
两国各领域关系的深入发展。英方
在许多全球性问题上同中方看法相
近，重视中方在国际事务中重要作
用。习主席去年在世界经济论坛的
讲话广受国际社会欢迎。习近平主
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具
有深远的世界影响，希望英中开展
“一带一路”合作，促进全球和区
域经济增长。英国主张自由贸易，
愿同中方加强贸易、投资、科技、
环境、人文、互联网等领域务实合
作，密切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
沟通协调，共同致力于推进英中面
向 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
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开栏的话：

又是一年新春至，我们再次背起行囊，踏着芬

芳的泥土，走城镇入乡村，倾听人民群众的心声，

触摸新时代脉动。这一次，我们将聆听你春运归途

中的幸福冷暖；这一次，我们将记录你春节里的满

满憧憬；这一次，我们与你一起迎接春天的召唤。

自 2 月 1 日起，新华社开设“新春走基层”栏

目，陆续推出各路记者来自一线的报道，敬请期待。

新华社记者陈晓虎、杨稳玺、靳赫

虽然单身， 53 岁的农民杨春青却不邋遢，院子整
洁，屋内干净，暖意浓浓。记者走进一间堆满粮食的储物
室，一个破旧的行李箱布满灰尘，格外碍眼。他有点不好
意思地说：“快两年没用了，舍不得扔，毕竟陪我走南闯
北 10 多年。”

因婚姻变故，自 2002 年起，杨春青就离开了家
乡——— 宁夏吴忠市盐池县惠安堡镇老盐池村，带着儿子四
处漂泊、打工为生，偶尔回来看看， 2008 年土坯老屋因
新村规划被拆除后，他们就很少回来过。

“打工时租住在哪儿，就和儿子在哪儿过年。出门在
外，没啥值钱东西，几件衣服行李箱一拉就走了。”杨春
青告诉记者，过去行李箱就是自己和儿子的家。

回忆过去，他颇为感慨：“和儿子挤在不到 20 平方
米的平房里，过年时想做点好吃的都不行。”

转机发生在 2016 年，杨春青被村里评议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穷帽子”激发了他深埋心中的斗志，扶贫干部
的帮扶让他对脱贫致富充满希望。他说：“苦点累点不觉

得什么，我一定要争气，不能再辜负政府和各级干部的帮
助了。”

给儿子报名学习汽车驾驶，在政府帮助下建起新的家
院，从农村信用社和村互助基金贷款搞起养殖……杨春青
铆足了劲，却“吓坏了”对口帮扶干部——— 老盐池村驻村
第一书记、宁夏疾控中心办公室主任李海军。

“ 2017 年初，老杨给我说自己在家要养多少多少只
鸡、多少多少只羊等等，规划比较大，把我吓一跳，因为
考虑他没有规模养殖的经验，在家畜病害疫情防治上更是
一片空白，劝他先小规模养殖，积累经验，稳步扩大。”
李海军告诉记者。

李海军说，帮扶干部对老杨的“好高骛远”完全理
解，他和儿子四处漂泊、打工为生 10 多年，现在年龄大
了，也想有个稳定的家，可以说只要有一缕脱穷的阳光，
他就有致富的动力。在发展扶贫产业上虽然有些着急，但
这种精气神很好，我们给他提供了精准指导。

功夫不负有心人。现在杨春青家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住进了新房，购置了家电，安装了地暖，养殖业兴
旺，摘掉了“穷帽子”。 （下转 7 版）

这个脱贫户的行李箱为何布满灰尘

2 月 1 日，杭（杭州）瑞（瑞丽）高速洞庭湖大
桥建成通车。该桥在钢桁加劲梁悬索桥中排名国
内第一、世界第二。 新华社发（薛宇舸摄）

杭瑞高速洞庭湖大桥建成通车

用“新”启程：

点击 2018 春运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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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白少波、谢樱、张千千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湖南大学岳
麓书院本科生于淼漪 3 年多来，每次走
过书院的大门，心里都会默念一遍门口
的楹联。岳麓书院经宋、元、明、清四朝，
历时千年，弦歌不绝，一代代人才从这里
走出。今天，岳麓书院的师生们在这座古
朴的千年庭院里，兼顾“为学”与“修身”，
致力于继承古老书院教育传统，将其融
入现代教育发展，走出一条传统和现代
兼容并蓄之路。

百年难解的一道题

岳麓书院创建于公元 976 年，至今
已有 1000 多年历史。培养了大批经世致
用之材，成为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

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介绍，19世纪
末 20世纪初，岳麓书院千年的宁静被打
破。20 多年里，书院先后改名为湖南高
等师范学校、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直
到 1926 年正式定名湖南大学。在现代大
学教育体制下，传统书院的教学内容、教
育组织方式被舍弃，岳麓书院本身也逐
渐分割成为职工宿舍、办公室和小学校
舍，不再是开展高等教育的场所。

改革开放以后，为了重振岳麓书
院，湖南省开始对书院进行多次修复。
古代建筑修复已经不易，而古代书院的

教育精神与理念要在现代社会得以实
现，更是不易。

如何在当代中国把传统文化融入
“教育强国”的建设内核？“这是摆在我们
面前的一道难题。”肖永明说。

汲取书院古老智慧

“交流密切、感情笃厚的师生关系
是书院精神的核心。实施本科生导师
制，是我们传承书院精神的重要切入
点。”肖永明说。以师生密切互动为核
心的本科生导师制，可以将以课程为中
心的现代大学教育和以人为中心的书院
教育优势有机结合起来。

于淼漪刚入学时，导师钱永生的教
诲让她记忆犹新。钱教授带着她们几个
学生在湘江边行走、畅谈，整整一个白
天聊学习、生活，更聊自己心中的烦
恼。“导师告诉我，学贵立志，立志才能
确立前进的方向。”刚进入大学的于淼漪
有点不知所措，导师犹如慈父般的教导
让她很快找到了大学生活的目标。如今
她选择了留校读研，进一步提升自己的
学业水平。

2017 年 6 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毕业典礼上，历史学本科生刘楚莹和同
门师兄一起向导师邓洪波教授鞠躬行谢
师礼。大学 4 年，刘楚莹碰到很多烦心
事和选择。“邓老师把我遇到的‘牛角

尖’问题一一给解答了。”在刘楚莹
眼里，邓老师不只是她学术的领路
人，更是她值得信赖的长辈，是精神
导师，是她成长路上的“灯塔”。

师道兴、教育兴。岳麓书院副教
授殷慧说，千年学府秉承人格培养、
务实治学、博学多思的教育传统，追
求的是“求学”与“求道”的统一。
这种厚重的书院传统文化注重因材施
教，融德行与学问为一体，注重老师
对学生的言传身教，更重视学生品德
的培养，这些都是当代岳麓书院正在
继承和弘扬的。

以传统滋养现实

“导师以自己的学识与修养来影
响和感染学生，引导学生进步和成长，
这正是我国古代‘教育’的意义。”岳麓
书院副教授陈仁仁说，这种导师制既
回归传统的人格教育，又有西方的知
识教育，使学习西方与回归传统并行
不悖。但当代大学教育不能止于此。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不忘本来、吸
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
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
供精神指引。

在实施导师制的基础上，岳麓书
院进行了将传统文化教育全面融入当
代大学教育的各种探索。

肖永明说，岳麓书院成立了通识
教育中心，面向湖南大学全校开设
“国学经典导读”，把中国传统文化
融入现代教育通识课程中，受到学生
广泛欢迎。 （下转 7 版）

岳麓书院再现兴盛之貌
 2 月 1 日，河西埭

村的孩子们在活动现场观
看传统米塑作品。

当日，浙江省杭州市
余杭区塘栖镇河西埭村在
村文化礼堂举办“看民戏

赏民俗 展民风”———
乡村“非遗文化过大年”活
动。村民们欢聚在村文化
礼堂，把乡村传统过年的
绝活亮出来，现场展示各
种传统非遗文化习俗，让
村民体验传统节庆民俗，
同时切身感受乡村发展、
繁荣的获得感。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非遗文化过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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