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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宁波 1 月 7 日电 （记者 张帆
通讯员 胡晓炜） 7 日中午，2025 年春
运长三角首趟临时旅客列车 K1248 次
载着 357 名旅客，从宁波站出发开往重
庆北站，驶上春运返乡路。

距离 2025 年春运正式开始的 1 月
14 日还有一周，但长三角去往云贵、川
渝、东北等方向的长途客流已陆续启
动。为满足旅客提前返乡需要，即日
起，负责长三角铁路营运的中国铁路上
海局集团有限公司陆续组织开行春运
临时旅客列车。首发的 K1248 次列车
途经杭州、鹰潭、萍乡、怀化、重庆北等
站点，全程运行2128公里。

2025 年以来，长三角去往云贵、川
渝方向的日均客流在 3.4 万人次左右，
预计在春运启动后首周（1 月 14 日至
20日）或将迎来翻番。截至1月7日12
时 ，首 趟 K1248 次 列 车 共 售 出 车 票
1206张，上座率达103.3%，随车旅客目
的地多为怀化、重庆等地。

据了解，长三角铁路 2025 年春运
40 天预计发送旅客 9700 万人次，日均
发 送 旅 客 242.5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5.1%，有望创历史新高。长三角铁路

部门正加大运力投放，在启用高峰运
行 图 的 基 础 上 计 划 增 开 旅 客 列 车

398.5 对，重点补充去往东北、云贵、川
渝、长沙、武汉、郑州、南昌等多个热门

方 向 的 运 能 ，积 极 应 对 春 运 出 行 大
客流。

宁波至重庆北站

2025年春运长三角首趟临客列车发车
宁波至重庆北站

2025年春运长三角首趟临客列车发车

1月7日，旅客排队登乘2025年春运长三角首趟临客列车K1248次。 通讯员 钱惜红 摄

本报诸暨 1 月 7 日电 （记者 干婧
通讯员 何夏萍 应柳漪） 7 日上午，诸
暨市人社局的“就业大篷车”开进了东
和乡章梅塔村，为当地村民送政策、送
岗位、送服务。“在家待业两个月了，想
来看看有什么岗位适合我。”今年 55
岁的周大姐在招聘摊位前仔细询问，
并留下了联系方式。周大姐家住赵家
镇，通过娘家人知道东和乡有“就业大
篷 车 ”送 岗 位 活 动 ，特 地 赶 来 现 场
了解。

当天，共有一城招聘网、向阳超市、
紫金餐饮等企业现场招聘，提供技术工
人、管理人员、销售人员、家政服务等多
种类型的就业岗位157个，现场还提供
就业、人才等人社政策解答服务。据了
解，诸暨市推出的“就业大篷车”活动主
要聚焦就业困难人员，将岗位信息和关
心关爱送到群众“家门口”，致力于打造

流动的“就业心驿站”。
“诸暨已经开行‘就业大篷车’好几

年了，今年我们除了带企业，还带了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做好群众岗位需求登
记，推送较为精准的岗位信息，切实做
好供需搭桥工作，实现一次开行、全年
服务。”诸暨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杨丹堃说。

据悉，为切实应对春节用工这一特
殊节点，诸暨市人社局针对节前家政服
务需求、节后求职求才需求，将分类别
开展为期 3 个月的“春风送岗、乐业诸
暨”新春用工保障季系列活动，主要包
括“就业援助月”“就业大篷车”“新春综
合招聘”“产业专场招聘”“诸籍学子专
场招聘”等多个板块，组织举办50余场

“线上+线下”“综合+专业”的人力资源
对接活动，切实搭建好求才、求职双向
通道。

诸暨“就业大篷车”开进乡村

岗位送到村民家门口

本报讯 （记者 周杭琪 通讯员
虞仁珂 王旺华） 记者日前从舟山市
资 源 规 划 局 获 悉 ，目 前 全 市 有 省 级
以 上 重 点 公 益 林 面 积 65.2 万 亩 ，占
全市林地面积的 68.6%，其中国家级
公 益 林 47.4 万 亩 ，省 级 公 益 林 17.8
万亩。

2024 年是舟山市公益林建设 20
周年。2004 年以来，舟山已累计发放
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 3.44
亿元，公益林建设已成为舟山林业建
设史上规模最大、投资最多、惠农最
广 、功 能 最 全 的 生 态 工 程 和 民 生
工程。

公益林在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净
化空气、海岛防护、旅游康养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改善了舟山的生
态环境。“自2004年实施公益林补偿以
来，我市各级财政投入逐年加大，惠民
政策逐一落实。”舟山市资源规划局林
业处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舟山公益
林蓄积量达到175万立方米，年净固碳
量 14.46 万吨，年吸收二氧化碳 53 万
吨，释放氧气34.06万吨。

舟山还围绕强化生态保护、维护林
农权益、防控监管风险等管理需求，聚
焦公益林区划界定、资金补偿、保护责
任、变更调整、成效评估等核心内容，通
过多跨协同、流程再造等数字化技术手
段，系统重塑公益林监管体系，确保实
现“地、图、人、钱”闭环协同管理目标，
监管体系进一步健全。

舟山省级以上重点公益林面积达65.2万亩

构筑海岛生态安全绿色屏障

本报杭州1月7日讯（记者 拜喆喆
通讯员 蔡芳芳） 记者 7 日从杭州海关
了解到，2024年，杭州海关所属杭州萧
山机场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境航班 3.27
万架次，杭州空港口岸国际及地区人流
量突破 470 万人次，比上年分别增长
57.11%和76.47%。

旺盛的跨境出行需求进一步推
动航线扩展。2024 年以来，杭州萧
山机场海关先后指导 7 家航司恢复
老挝万象、澳大利亚墨尔本等 9 个客
运航点。目前，杭州空港口岸国际及
地区客运通航航线达 32 条，覆盖四
大洲 22 个国家和地区，每周出入境
航班近 580 架次，全球航线网络越织
越密。

航线加密、客流增长，出入境免税
品消费数据也水涨船高。2024 年全
年，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出入境免税店合
计销售 64 万余件商品，比上年增长近
80%。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入境政策不
断优化，境外旅客的消费热情与日俱
增。杭州萧山机场海关2024年全年共

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 1596 票、退税
918.93 万 元 ，比 上 年 分 别 增 长
119.53%、65.05%。

中转便利度让杭州成为联通洲
与 洲 、国 与 国 、城 与 城 的“ 空 中 桥
梁”。1 月 4 日，来自西班牙马德里的
陈女士搭乘“国际通程航班”落地杭
州后，体验了机场的中转服务，“中转
十分方便，行李不用提取，节省了很
多时间。”如今，旅客在杭州萧山国际
机场中转，可以享受“一票到底、行李
直挂”服务，依托“智慧海关旅客通关
管理系统”等，相关流程节省 100 分钟
以上。

截至目前，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已有
5 家航司的 19 条航线开通国际转国际
中转服务，实现亚、欧、大洋三大洲互联
互转，3 家航司的 6 条航线开通国际通
程服务，实现国内国际互转。

中转模式也为航空公司带来了机
遇。“国际中转服务的开通对旅客的吸
引力非常大。”国航浙江分公司地面服
务部高级经理谢旸介绍。

进出境航班比上年增长57.11%

2024年杭州空港口岸人流消费皆红火

一叶见方寸，一茶现万千。新年伊
始，故宫博物院与浙江省博物馆携手推
出一场穿越古今的茶约：“故宫·茶世
界”观茶——茶文化精品文物展。

作为浙博的开年大展，“故宫·茶世
界”将于1月10日在浙博之江馆区正式
亮相，展出涵盖书画真迹、器物珍宝、存
世贡茶、古籍善本在内的 114 件（套）故
宫博物院馆藏的珍贵文物及相关史料。

其中，有禁止出境展览、首次“出
宫”的一级文物《林逋行书自书诗卷》，
有被奉为至宝的传世唐代古琴“大圣遗
音琴”，还有“宋四家”苏黄米蔡的手稿
名作，以及宋徽宗的三件代表作。

本次展览设置了六个展区，聚焦中
国茶文化发展的两大高峰时代——宋
与清，通过“宋与清”的文物叙事和“古
与今”的视觉表达，呈现中国茶文化两
大高峰时代的饮茶风貌、人文精神、审
美高度与艺术成就。记者前往探营。

（一）
用锡罐包装的贡茶散发着千年茗

香，《大观茶论》《梦溪笔谈》等古籍依次
排开，传世唐代古琴“大圣遗音琴”留下
了千年前恭贺新皇的乐曲⋯⋯一踏入
文物展区，记者便迷了眼。

在一幅长卷前，我们遇到了第一位
茶友、老杭州——“梅妻鹤子”的林逋。
作为北宋“反内卷第一人”，林逋与闲云
野鹤相伴一生，也将茶融入生活。但如
此旷达不羁、不染尘嚣之人却仅有少数
书法存世，眼前这幅《林逋行书自书诗
卷》便是他归隐西湖孤山时所作、唯一
存世的长篇巨制。

沿着长卷前部往后看，林逋的五首
诗歌里满是对隐居生活的喜爱：有记录

友人赠送松扇而作的《松扇》，描绘孤山
雪景和松亭的《孤山雪中》和《孤山松
亭》，表达对友人深情厚谊的《送史》，以
及温暖明媚的《春日》。

值得注意的是，《林逋行书自书诗
卷》的珍贵之处，不仅在于其书法艺术的
精妙，还在于其见证了一场场跨域时空
的对话——林逋两位大有来头的粉丝苏
轼和乾隆均在这幅长卷上留有题字。

这一刻，记者仿佛看到了如此画面：
诗卷之上，明清众多书法家隔空对话；诗卷
之外，林逋的豁达与了然也再次回到了其
诞生之地，回到了梅鹤相伴的孤山之上。

（二）
对于宋代文人而言，茶不仅是一种

日常饮品，更是精神生活的寄托、艺术生
活的灵感来源以及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
部分，并深深融入宋代文人的精神世界
和文化内涵中。这在展览中随处可见。

诞生于宋代文人最璀璨时期的“宋
四家”便都是资深茶友。苏轼、黄庭坚、
米芾和蔡襄四人皆与茶有缘。蔡襄制小
团茶且著《茶录》，引领风尚；苏轼、黄庭
坚爱茶、歌茶，佳作频出；米芾则品茗会
友。“这个壶的形制据说就是苏轼在宜兴
讲学时期所创制的。”导览负责人郭涛指
着展柜中一把三棱紫砂壶说道，“后来这
种壶的形制代代相传，一直流传至今。”

行走于展区，记者看到，米芾的行
书作品《法华台诗帖》以“法华台”三字
开篇，其中三组同偏旁字的同形反复技

法在作品视觉上达到出奇制胜的艺术
效果，不流于俗世。

《法华台诗帖》边上，是被近代专家
鉴定为与原作高度相似的——《苏轼

（传）行书定惠院二诗草稿卷》的明清摹
本。居住在定惠院的苏轼当时正在经
历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在乌台诗案后被
贬黄州，心情低落的他除了喝酒就是睡
觉。这卷手稿也体现了苏轼当时的状
态，笔迹凌乱、涂改痕迹很多。

在郁郁不得志的苏轼边上，是絮絮
叨叨的黄庭坚。《黄庭坚行楷书送四十
九侄诗卷》正如其名，是他对自己第 49
个侄子的临行前嘱托。

蔡襄任福建路转运使时，专门负责
处理北苑贡茶。《蔡襄行书入春帖》展示
了他独创的行书字体——飞白体，书写
飘逸，富有韵律感和节奏感。

（三）
茶器是茶文化的时代见证，反映了

当时人们的饮茶风貌与审美意趣。
“宋代在唐代煎茶法的基础上发展和

创新，不再是煮水煎茶，而是注水点茶。”
郭涛告诉记者，当时人们还流行一种叫

“斗茶”的游戏，本次展出的建窑黑釉兔毫
盏就是斗茶的器皿，因为茶盏上有一丝一
丝形像兔毫的窑变纹理而得名。

到了明清，饮茶的方式又发生了巨
大转变，化繁为简成了“泡饮散茶”。于
是，斗彩鸡缸杯、五彩十二月花卉纹杯、
紫砂泥绘松树图刻御制诗壶、青花三清
茶诗盖碗等茶器应运而生。

现场展出了三只鸡缸杯：以天价闻
名于世的明成化斗彩鸡缸和清朝两位
皇帝仿制的斗彩鸡缸杯。

（本报记者 林婧）

探营浙博开年大展“故宫·茶世界”

与林逋苏轼隔空品茶

图为“故宫·茶世界”展览上将展出的铜胎画珐琅开光山水花鸟图八棱提梁壶。
本报记者 徐文迪 实习生 姚昱辰 摄

（上接第一版）
2004年6月，习近平同志到台州市调

研时，也关注到了温岭这一“民间创举”。
他在一次会议中指出，在创新和完善基层
民主政治建设的制度实践形式方面，全省
各地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许多成
效。其中，就包括“民主恳谈听证”。

“这一经验，不仅在村里管用，解决
劳资矛盾也行得通！”74 岁的温岭市集
体协商指导员陈福清，用 62 本笔记本，
记下了“民主恳谈”向行业、企业延伸的
历程。

世纪之交，民营经济迅猛发展的浙
江，外来人口不断涌入，部分企业的管理
却相对粗放，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劳资纠
纷多发高发，甚至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

对此，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把化解劳
资矛盾，建立稳定协调的劳动关系，作为
建设“平安浙江”、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
内容来抓。在义乌调研时，他肯定了义
乌市总工会社会化维权的做法，并指出

“如何维护各方面群众的权益、营造各方
面群众的和谐关系，成为工会工作一个
非常重要的课题”。

当时，羊毛衫行业在温岭十分红火，
劳资矛盾也闹得很凶。老板随意报价、
拖欠工资，类似情况屡见不鲜。工人频
繁跳槽，半年换三四家工厂的现象也很
普遍。

“矛盾最激烈的时候，部分企业近半
工人停工。”时任新河镇工会副主席的陈
福清记得，镇里有113家羊毛衫工厂，从

业工人 1.2 万名，每年劳资纠纷上百件，
占全镇上访数量的45%。

统一工价，迫在眉睫。
但 工 序 工 价 ，都 是“ 不 能 说 的 秘

密”。新的工价表，如何让职工和企业都
满意？

陈福清带上笔记本，一家家调研走
访。羊毛衫行业有六大工种69道工序，
按照各个企业给出的工序价格，他算出
每个工种的平均工价。这张表，先给职
工代表商议，再请企业代表恳谈，找到最
大公约数，寻求最优解决法。

2003 年 8 月 8 日，在市镇两级工会
见证下，双方签订第一轮工资集体协商
协议书。

此后，羊毛衫行业每年进行一次工
资集体协商。

陈福清的笔记本里，记下这样一个
变化：2006 年，新河镇实现工资纠纷零
投诉、劳资矛盾零上访，“习书记说‘基层
民主越健全，社会就越和谐’，这是有力
印证。”

鞋帽服饰、泵与电机、机床工具⋯⋯
这些年，老陈的笔记本里出现了越来越
多行业和企业的名称。

大元泵业就是其中之一。起初，厂
里通过集体协商给管理人员、普通职工
定薪；后来，随着工厂自动化程度等不断
提升，大家开始商议如何开展股权激励、
创新奖励等。

“通过协商恳谈，职工诉求得到充分
表达，我们也能完善薪资体系，让广大员

工共享企业发展成果，激发干事创业的
热情。”公司董事张又文说。

人人都有知情权、表达权、话语权。
亲历工资协商的董强也越来越感受到，
民主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民主就在自
己身边。

面向新时代，温岭还在推动工资集
体协商内容迭代升级。2023年，陈福清
参与制定的《行业性能级工资集体协商
规范》实施，明确将工人薪资与职称、技
术、学历、创新等挂钩，推动以技提薪、以
薪留人、以人稳企，系全省首个。

一年来，全市 12 个行业的 701 家单
建非公规上企业已开展能级工资集体协
商，受益职工达 20 余万人，技术工人年
度预期薪酬同比提升8%。

怎样覆盖更多企业、技酬如何更匹
配、职工满意度如何⋯⋯现在，老陈依然
没闲着，奔波在工会和企业之间。

他的笔记本，未完待续。

在这里，看见“最管用”的亮色

迭代的“票决制”

2024 年 12 月末，宁海县大佳何镇
人大主席李杰拿到一份报告。2025 年
镇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候选名单上，人大
主席团提交的 4 个项目全部在列，包括
里袁村水管改造、葛家村体适能训练基

地建设等。
但他还不能“放松”，在接下来的镇

人代会上“票决”通过，这些项目才能启
动实施，“每个项目都经过近半年的征
集、调研、讨论，背后是沉甸甸的民意。”

政府每年突出抓好十个方面实事，
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的重要部
署。他多次强调，落实好为民办实事项
目，做到让人民群众参与、让人民群众做
主、让人民群众受益、让人民群众满意，
真正使群众成为利益的主体。

群众提、代表决、政府办，是宁海的
一大创新，开了全国先河。

2008年，该县力洋镇客运站改造项
目，因土地承包户漫天要价，僵持了两
年多。

“习书记的《为民办实事旨在为民》
一文给了我们启迪，我们开始探索怎么
进一步扩大民意征集范围，让人大代表
投票决定政府实事工程。”时任宁海县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林志来说，人民群众自
己选出的项目，更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参
与支持。

2008 年，这一模式在力洋镇、大佳
何镇试点。客运站项目从投票确定到征
迁完成，只用了两个月。

小镇实践，走向更大舞台——
2009年，民生实事项目代表票决制

在宁海14个乡镇推行；

2018年，实现浙江市、县、乡三级全
覆盖；

目前，全国有 94 个设区市、1417 个
县级人大学习借鉴；

⋯⋯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对人

大工作提出更高要求，“要把民主选举、
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
督各个环节贯通起来，不断发展全过程
人民民主，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票决制”，又升级了！
“为民办实事工作中，人大代表不是

举手投个票就好了，从项目征集开始，就
要汇聚更广泛的民声民意。”宁海县人大
常委会代表工委主任严义靖说。

走访网格、线上调研、开座谈会⋯⋯
近半年来，李杰和60多名县镇两级人大
代表，围绕“选什么项目”“能不能做”等，
开展了一场场“对话”。

大佳何镇中心小学跑道年久失修情
况，就在调研中被发现，代表们立即邀请
师生代表、镇里干部一起商议。

“操场用了 12 年，没破损的完整跑
道不超过10米。”

“学生锻炼施展不开，也不安全。”
“镇里没资金，要向上一级申请。”
你一言我一语，厘清了问题，也摸清

了难处。
随后，代表们走访其他乡镇中小学，

并与县教育局进行专题座谈。经过充分
协商讨论，镇人大主席团正式将“中小学
校畅跑工程”方案提交到县人大。

据统计，仅 2023 年，宁海全县开展
民生实事线下征集活动90余场，线上收
集群众意见建议 3850 多条。县人大向
县政府提出 18 个建议项目，其中 14 个
被吸纳。

浙江各地，每年票决（票荐）产生约
1 万件民生实事，解决了包括交通出行、
养老服务、医疗保障、学前教育、电梯加
装等一大批群众反映强烈、需求迫切的
问题。

“通过‘几上几下’的项目甄选，不断
迭代的‘票决制’，既有民主决策的内涵，
又兼容民主协商的优势，让‘群众呼声’
变成‘幸福掌声’，用民主的方式方法解
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将民主的制度
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和发展动能。”省人
大常委会代表工委有关负责人说。

20 多年来，按照习近平同志的谆谆
教导和鼓励，从樟树下议事，到板凳上说
事，从城乡社区、工厂车间里的民主恳谈
会，到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合
进村（社），在火热的基层生活中，浙江人
民探索创新了一个又一个充满烟火气的
协商民主形式。

察民情、听民声，群策群力、集思广
益，越来越多来自基层的声音直达各级
决策层，越来越多群众的意见转化为党
和政府的重大决策。

这，就是管用的民主——
“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

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
的。”

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