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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杭州 1 月 26 日讯 （记者
孙一鹏 张帆） 1月26日，2024年春
运拉开大幕，这是疫情防控转段后的
第一个常态化春运。40 天里，预计
全国有 90 亿人次出行，将创历史新
高。当日，省春运工作协调机制小组
负责人赴杭州火车东站、杭州萧山国
际机场现场检查，重点了解今年春运
各交通方式的运力准备、中转联程和
服务保障情况，检查了场站安全生产
和应急准备等工作，强调加强春运安
全生产，确保 2024 年春运平安、便
捷、温馨、诚信、高效。

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今年
春运期间，我省客运量将呈现较强
增长势头。民航方面，预计浙江省
内 7 个运输机场航班起降将达 6 万
架次，同比增长约 19%，旅客吞吐量
达 923 万人次，同比增长 39.1%；铁
路客运方面，浙江铁路主枢纽铁路
杭州站预计发送旅客 1011 万人次，
日均 25.3 万人次；水运方面，浙江沿
海群众水上出行需求旺盛，预计首
日沿海水上进出港旅客数量将超 10
万人次。

今年春运期间，铁路杭州站计划
加开旅客列车 151.5 对，加开列车总
数较 2023 年同比增加 14.5 对，运力
安排更加充足。此外，春运开启前，
杭州西站、杭州南站、杭州站等车站
为保障旅游出行，新增安检快递柜 8
组共 16 个，春运期间将具备使用条
件，为携带限带品的旅客提供物品自
助寄递服务。

又讯 （记者 王晨辉） 从 26 日
起，全省梯次启动交警春运执法站，
重点省际执法站落实 24 小时勤务，
全警动员、全力以赴，全面打响春运
交通安全保卫战。

据预测，今年春运期间，浙江高
速公路出入口总流量较2023年同期
增长 16.3%。春运期间，全省公安交
警部门将加大路面管理力度，优化提
升通行秩序。各地将依法严管酒驾
醉驾、“三超一疲劳”（超速、超员、超
载和疲劳驾驶）、违法停车、违法载
人、高速公路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重
点违法行为，会同交通运输部门严厉
打击拼车包车非法营运和超员载客
违法行为。

2024年春运开启
我省全力保平安畅通

春运首日，杭州客运段青年志愿者在G7467次列车上开展“温馨旅途，共创文明”主题活动，列车上充满喜庆氛围。 本报记者 陆伟 钱璐斌 徐文迪 拍友 李芳芳 实习生 朱耀坤 摄温岭市火车站，旅客们踏上返乡路途，回家过年。拍友 徐伟杰 摄

在位于长兴县夹浦镇的G25杭宁高速太湖服务区，志愿者为旅客派送“福”字和新年礼物。
拍友 谭云俸 摄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内，浙江音乐学院钢琴系师生带来一场钢琴快闪活动，让
旅客感受到春运旅途中的温暖与喜悦。 本报记者 董旭明 周旭辉 拍友 毛思蕴 谭申捷 摄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内，浙江音乐学院钢琴系师生带来一场钢琴快闪活动，让
旅客感受到春运旅途中的温暖与喜悦。 本报记者 董旭明 周旭辉 拍友 毛思蕴 谭申捷 摄

舟山市汽车客运中心迎来大批返乡旅客，回家过年的兴奋之情洋
溢在每个人的脸上。 拍友 陈永建 摄

舟山市汽车客运中心迎来大批返乡旅客，回家过年的兴奋之情洋
溢在每个人的脸上。 拍友 陈永建 摄

又到一年春运时，又是一年回家路。1月26日，2024年春
运正式拉开帷幕。万水千山，隔不断思乡情；风里雨里，只为回
家团圆。收拾好行囊，带着对亲人的思念、对团圆的期盼，向着
家的方向，出发！

义乌火车站站前广场，义乌市文广旅体局等部门为返乡旅客送上丰富多样的“返乡大礼包”。
本报记者 钱关键 拍友 时补法 摄

出发！向着家的方向

本报衢州 1 月 26 日电 （记者
赵 璐 洁 共 享 联 盟·常 山 刘 灵 雁
郑召隆）“师傅，喝杯热姜茶吧。”
2024 年春运首日，在 G60 沪昆高速
常山服务区，一个个穿着红马甲、穿
着警服、穿着工装的身影，手提着茶
壶和纸杯不停地穿梭在车辆间。

原来，这是“三衢义警”服务队在
免费给司乘人员送姜茶。近日，因冰
雪天气，衢州部分路段出现司机滞留
国道等情况，江山村民自发送泡面、
热水。其实这样的暖心故事很多，临
近春节，返乡车流持续增加，衢州高
速交警、服务区工作人员、志愿者组
成的“三衢义警”服务队全力做好高
速上的服务保障工作。

“递杯热姜茶、说句问候话、帮着
引导通行⋯⋯”正说着，衢州市公安
局高速交警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陈
雪红又端出一大锅刚煮好的热茶，倒
入保温壶。

来自江西的黄师傅在杭州打工，

这次和老乡结伴回家。一看到刚端
出来的姜茶，他立即凑上前：“喝上这
杯热乎乎的姜茶，心里暖暖的。”

返乡的人们想要的，“三衢义
警”服务队都准备了；没有想到的，

“三衢义警”服务队也准备了。在
服务区，记者看到了应急药品、热
水壶、充电宝等物品，还有为过往
司乘人员提供的 24 小时休息场地
和便捷服务区。司机李师傅意外
收 到 志 愿 者 送 上 的 靠 垫 ，十 分 感
动：“我有腰椎间盘突出症，开车一
段时间腰就疼，现在有了靠垫，终
于舒服点了。”

“今天一天我们忙里忙外，但是
听到他们的真心感谢，顿时觉得再累
都值了！”服务区工作人员姚利静开
心地说。

一杯驱寒的姜茶、一声“注意安
全”的叮咛，给过往的司乘人员送去
新春暖意，也为春运大戏增添平安
祥和。

“三衢义警”服务队为过往司机乘客送服务

返乡路上，这一杯热茶很暖

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
得稳、行得远。

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秉
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新时代新
征程上，我们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
引，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巩固文化主体性，
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凝聚磅礴的精神伟力。

“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

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标志着
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
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
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
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
持久的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
度重视文化建设，把文化自信和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四个自信”。

坚定文化自信，我们有足够的底气
和充分的理由。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
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
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
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
历史悲剧。

回望历史，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
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
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

吸吮着五千多年文化养分，在以
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推动
下，新时代中华文化蔚为大观，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

穿上“马面裙”，点亮竹制台灯，买点
中华老字号产品⋯⋯曾经与时尚不搭边
的传统文化元素，如今正成为备受年轻
人追捧的国风新潮流。

《长安三万里》《长津湖》等影片深受
观众喜爱；《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
大系”编纂出版⋯⋯中华文化的“一池春
水”生机勃勃，中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
感油然而生。

依托坚定的文化自信，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焕发出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从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到新时
代北斗精神、丝路精神⋯⋯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新时代融会贯通、生
机勃勃，深厚悠久的中华文明展现出强
大的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旺
盛生命力。

中华文明奔涌向前，中华民族生生不
息。以坚定的文化自信为基础，中国精神、
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展现恢弘气象，中国人
民的志气、骨气、底气不断增强，中华民族
精神的大厦在新时代巍然耸立。

“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
文化主体性”

2023 年 6 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文化主体
性”的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
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依
托。有了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才有精
神上的独立自主。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
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

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
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
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
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

置身时间长河，感悟独立自主这一
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我们才能深刻理解
文化主体性从何而来——

千年学府，岳麓书院。高悬在书院
讲堂前的“实事求是”匾额，记录着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烛照古今的思
想光华。

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
考察时，望着这块匾额，久久凝思：“共产
党怎么能成功呢？当年在石库门，在南
湖上那么一条船，那么十几个人，到今天
这一步。这里面的道路一定要搞清楚，
一定要把真理本土化。”

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
产党人立足自身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
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独立自主探索出
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唤醒了沉睡已久
的民族，激活了曾经蒙尘的伟大文明。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
出“两个结合”重大论断，坚持把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孕育出中华文化
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旗帜鲜明反对在政治制度上搬来一
座“飞来峰”，强调“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
的人才知道”“千万不能‘邯郸学步，失其
故行’”；深刻指出“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
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
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我们所推进的现代
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
于国情的中国特色”⋯⋯

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正是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

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
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
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
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
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
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

“要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
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

“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日
前，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
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这一重大课题，必将进一
步夯实文化自信之基，推动“诚实守信”

“以义取利”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绽放新
的时代光芒。

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要坚持走自己
的路。

穿越历史的烟云，中华文明历经数千
年风雨，绵延传承至今从未中断，始终生生
不息、历久弥新。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
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

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
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
结论。

深圳莲花山上，挺拔茂盛的高山榕
迎风而立，见证新时代改革开放的万千
气象。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当然要高举改
革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
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正是坚持走自己的路，改革开放成
为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
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正是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把国家和
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中国把
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要实现精神上
的独立自主。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
强。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
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
会被釜底抽薪。

2023 年 6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就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进行第六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语
重心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
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
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
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的新境界，巩固了文化主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文化自信
的首要任务，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
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
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
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
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要平视这个世界。
“感知中国”“欢乐春节”“四海同春”

等品牌活动走向世界掀起中华文化魅力
热潮；北京冬奥会、杭州亚运会、成都大
运会惊艳四方，展现中华文化兼纳百川、
包容四海的雍容气度；中非合作论坛、上
海进博会、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一系列
主场外交讲述中国故事、介绍中国经
验⋯⋯中国正以开放包容的胸怀展现在
世界面前。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上所指出的：“要把文化自信融入
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养成昂
扬向上的风貌和理性平和的心态。”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
不断夯实文化自信之基，不断巩固

文化主体性，亿万中华儿女自信自强、豪
情满怀，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大征程
上昂首阔步。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坚定文化自信 巩固文化主体性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系列述评之五

新华社记者 潘 洁 郁琼源 严赋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