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量到质 协作结出新硕果

前不久，“新隆运 92”货轮在天津港装上一批集装箱，
又转至唐山港京唐港区装载上一批汽车配件和玻璃制品
后，驶向东南亚、日本。

一船串多港，高效又便利，这是新时期津冀港口深化
协作的一个缩影。

渤海西侧，津冀 600 多公里的海岸线上，密集分布着
天津港、唐山港、秦皇岛港、曹妃甸港、黄骅港等诸多大型
港口。京津冀协同发展十年来，津冀港口间分工愈加明
确，相互配合，做到功能互补，携手共进。

新年新气象。作为龙头，天津港集团传来捷报：今年 1

月完成货物吞吐量 4100.9 万吨，同比增长 2.6%；完成集装
箱吞吐量 188.3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8.8%，创出历史同期
新高，延续了天津港近年来的增速。

通过环渤海内支线串联众多港口，天津港拉动渤海港
口群的吞吐量不断攀升。

唐山港、秦皇岛港等错位发展，散货运输影响力越来
越大。以唐山港为例，2023 年唐山港京唐港区总吞吐量
约 3 亿吨，其中三分之一是煤炭。大秦铁路输送的 1.07 亿
吨煤炭在京唐港区装船下水，运往南方。数据显示，2023
年河北港口货物吞吐量突破 13亿吨。

这种发展的底气，来自协作。
去年 5 月，京津冀口岸工作联席会议在河北曹妃甸召

开，三地口岸主管部门共同签署《京津冀深化口岸合作框
架协议》，天津港集团、河北港口集团达成《津冀世界一流
港口联盟合作协议》，将口岸服务、陆海联动再次推向纵
深；12 月，津冀港口又签署《深化联学共建 打造津冀世界
级港口群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共谋下好港口集群“一盘棋”。

“我们要加快津冀港口协同发展全方位、多领域、深层
次的务实合作，共同落实好国家对津冀港口的定位，合力
打造错位发展、高效协同的世界级港口群。”天津港集团董
事长褚斌表示。

从竞到合 服务协同提质增效

春节前夕，河北雄安百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比日常
更加忙碌。这家公司主营餐桌、餐椅、茶几等家具的跨境
电商业务，经天津港发往境外。

“我们之所以选择通过天津港出海，是因为快捷高效
又省心。”公司总经理李福金说。

一家家企业，便是一个个窗口。从其身上体现的，是
津冀港口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生动剪影。

京津冀地区经营主体有上千万户，越来越多企业需要
通过港口与世界握手相拥。

便捷的物流直通港口，是企业与港口的双重需求。货

运专线、冷链运输、海铁联运……津冀港口群正是通过一
条条物流通道，连接起一家家企业，让一笔又一笔贸易在
京津冀沃土上生根。如今，天津港已开通京津冀区域海铁
联运通道 8条。

“货物在石家庄国际陆港报关检验完成后，不需要重复
关检，直接经由天津港出海。”石家庄一家企业负责人说。

与此同时，新的物流方式不断涌现。在北京—天津港
外贸标准集装箱氢能货运专线上，每天都有氢燃料电池货
车往返运输，将满载新闻纸、PVC 材料等货物运至目的地。

货物拉回来，服务送过去。
去年 6 月，北京 CBD—天津港京津协同港口服务中心

揭牌成立，截至目前成功对接服务贸易企业 140 余家，为
北京企业“走出去”提供便利；今年 1 月，天津港雄安新区
服务中心签约入驻雄安综合保税区。

作为京津冀海上门户，天津港近年来在京津冀地区设
立内陆服务营销网络直营、加盟店 40 家，让“一站式”专业
化港口物流服务遍及京津冀。

从货物到服务，从服务到制度，以港口为中心，三地经
贸往来之路越走越宽，“蛋糕”越做越大。

去年底，首例京津冀跨关区保税展示交易在天津港保
税区完成，消费者用手机购买保税展示商品，京津冀地区
可次日送达。这一小小的零售体验变化，标志着京津冀综
合保税区高质量发展迈入新阶段。

“借政策便利的‘东风’，今年将继续开设新体验店面，
进一步激发消费新潜力。”首家试点企业北京王府井免税
品数字零售公司总经理陈照亮说。

从内到外 走向世界融入全球化

一湾碧水，数座港口，是京津冀通达全球的海上门户。
今年 1 月，装载约 2500 吨车厘子的“巴赫”轮在夜色

中驶入天津港，京津冀自此开通首条直通南美洲的海上

“车厘子快线”。第二天一早，南半球的车厘子便出现在京
津冀的水果批发市场，随后走进千家万户。

天津港肩负起了北京便捷出海口的使命。开通“天津
港—北京大红门”“天津港—北京平谷”等海铁联运班列，
有力服务北京外向型经济发展。依托京津物流园在京津
两地间搭建起高端智慧冷链物流商贸平台，“从港口到餐
桌”的便利化服务成为现实。

乘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津冀港口志在万
里，全球谋划了然于胸。

作为世界十大港口之一，2023 年天津港开通多条新
航线，集装箱航线总数达 145 条，其中“一带一路”航线 66

条。2023年天津口岸共发运中欧（中亚）班列 711列，60%
以上外贸货物来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持续推动着京津
冀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

河 北 港 口 也 发 展 迅 猛 。 2023 年 4 月 ，“HS HONG

KONG”轮从唐山港京唐港区始发，经广州南沙港前往越
南胡志明港和泰国林查班港，标志着河北港口集团首条东
南亚集装箱国际航线正式投入运营。 2023 年，河北港口
集团新开通集装箱航线 14条，总数达到 62条，首开至俄罗
斯、东南亚航线，实现河北货物通达世界各主要港口。

石家庄海关今年 1月发布消息，2023年京津冀地区进出
口总值突破 5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2%。津冀港口
中，集成电路、锂电池等产品出口增长迅速，汽车、飞机等商
品进口居全国前列，平行进口汽车更是占到全国八成以上。

一手牵日韩、一手连欧洲，津冀港口群成为全球贸易
的中转枢纽。这其中，天津港为蒙古国运送了大量工业产
品和生产生活资料，在推动中蒙经贸合作实现更高层次、
更广领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时偕行天地宽。站在新的起点上，津冀港口心相
连、手相牵，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己任，一步步打造世界级港
口群，为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贡献
力量。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天津 2月 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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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何遭遇出岛难

18 日下午，记者在海口新海港附近路段看到，来自全
国各地的自驾车在交警指挥下缓慢向港口方向前行。

来自贵州的自驾游客邵先生告诉记者，17 日晚 11 点
多，他们一行跟随出岛车流到达五源河待渡停车场，在停车
场度过一夜后，18 日早上 5 点多出发，直到下
午 2点多才行驶到港口附近。

海口市政府发布数据显示，2 月 9 日至 17

日（除夕至正月初八），琼州海峡出岛轮渡航
班 1220 个、运送出岛旅客 76.3 万人次、车辆
15.9 万辆次。车客流量在去年春节假期创历
史纪录基础上再创新高，出岛旅客和车辆同
比分别增长 42%和 25%。正月初四至初八，
除初七因大雾停航 5小时外，出岛车辆均保持
在每天 2万辆以上的高峰。

短期暴增的人流车流和密集返程需求，
远远超出海南离岛交通承载力。一些额外因
素加剧了运力紧张，如三亚凤凰国际机场部
分机位维修，导致增加运力较为困难。

琼州海峡出现大雾天气，导致航运一度受
阻；出于安全考虑，过海轮渡对新能源汽车施
加了额度限制，每航次载运新能源车辆的数量
不得超过船舶载车定额（以小车计）的 10%，且
总数不超过 18辆，导致新能源车辆出岛拥堵。

记者注意到，有少数外地自驾游客将车
停在路边，因为没有提前预约船票无法进入
入港通道。

海口市交通运输和港航管理局发布的信
息显示，截至 2 月 19 日 15 时，预约出岛小车
总数约 2 万辆，已运送出岛约 1 万辆，全天预
约待出岛约 1 万辆。新海港港区和港外待渡
车场呈现饱和状态，疏运仍需较长时间。

春节返程高峰期，除了自驾游客离岛难，
海南出岛机票价格也持续走高，到部分城市
的票价一度在万元以上。

从大年初四开始，受市场供需关系影响，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出岛机票较为紧张，至国内
主要目的地城市的机票已基本售罄，剩余少量
机票主要是高舱位机票，客流高峰持续至初十
左右。以三亚至上海为例，记者 19日在携程查
询数据显示，2 月 20 日，三亚至上海航班较为
充裕，但只剩余少量公务舱，折后价为 9000多
元，2月 21日经济舱票价为 3000多元。

■多举措应对出岛高峰

面对出岛高峰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海南
多部门联动、多举措应对。

随着出岛返程高峰持续，海口已组织新
海港、秀英港进一步优化船舶运能，最大限度
增售 2月 18日至 20日船票。

针对待渡车辆及旅客较多、排队时间较长的情况，海口
市政府副秘书长李忠标表示，海口积极调度投入工作人员
和志愿服务队伍约 2500人，安排 500多人次到 21个点位开
展 24 小时包点服务工作，加密服务网格；同时设置临时加
油供应点，安排专人专车集中做好用油配送保障。

记者在新海港附近一处旅客服务点看到，几位志愿者
在向旅客发放免费矿泉水和饼干。

航空方面，2月 16日开始，中国民航局已协调航空公司
进一步增加海南航线航班，并通过更换宽体机执飞等方式
提升运力。在前期批复南航、海航等航空公司春运期间在
海口航线每日共新增 34 个航班的基础上，民航局安排国
航、南航、海航每日共新增 13 个航班进出三亚，安排东航临
时新增每日 10个航班进出博鳌。

记者从海南控股旗下海南机场集团了解到，2 月 18 日
至 24 日，岛内三大机场总计新增航班共 194 架次，计划新
增投放座位数 3 万余个。随着海南运力增加，返程航班紧
张局面得到缓解，机票价格也有一定程度下降。

■未来高峰期出岛难题如何解决

据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统计，春节 8 天假期，
全省接待游客 951.45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151.27 亿
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 48.8%、62.7%；与 2019 年同
期相比，分别增长 52.6%、76.7%。

海南历来是春节旅游热门目的地，面对未来的旅游高
峰期，海南出岛难问题如何解决？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应加快
琼州海峡两岸港口资源整合，尽快开通琼州海峡高速客船、
高速客滚船、水上飞机等海峡水上多元化运输服务方式。

海南师范大学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中心主任刘锋
认为，海南进出岛交通环境建设已得到很大改善，进一步破
解进出岛交通瓶颈，还需促进市场充分竞争，提升过海效率
和服务水平。应厘清全岛机动车辆承载量上限和运力上
限，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做好进岛车辆总量控制；协调航
司临时加开廉价航班和运营夜间航班，解决机票贵问题。

“针对新能源车出岛难问题，目前已制定了新装载方案
和应急处置方案。”琼州海峡（海南）轮渡运输有限公司海务
管理部部长李文达说，2024 年计划新增更适于运输新能源
电动汽车的客滚船；更细化执行人车分流措施，确保运输新
能源汽车和旅客过海更便捷。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据新华社海口 2月 19日电）

“郊岭风追残雪去，坳溪水送破冰来。”每年公
历 2月 18日至 20日前后，当太阳到达黄经 330度，
我们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个节气——雨水。

雨，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浓墨重彩刻画的
文学意象。

在浩如烟海的中华古诗词中，杜甫的《春夜喜
雨》一直备受读者喜爱：“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
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元代文人吴澄编
著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也记载：“正月中，天
一生水，春始属木，然生木者必水也，故立春后继
之雨水。且东风既解冻，则散而为雨矣。”

时至雨水节气，太阳直射点由南半球逐渐向
赤道靠近，这时的北半球，日照时数和强度都在增
加，气温回升较快，来自海洋的暖湿空气开始活
跃，并渐渐向北挺进与冷空气相遇，形成降雨。这
个时节，天气变化不定，忽冷忽热，乍暖还寒。

我国古代将雨水节气分为三候：一候獭祭鱼，
二候鸿雁来，三候草木萌动。意思是这一时节，水
獭开始捕鱼，大雁从南方飞回北方，草木抽出嫩
芽。雨水节气还有不少民俗，比如回娘屋、占稻色

等。“回娘屋”指出嫁的女儿要带上礼物回娘家；“占稻色”指老百
姓通过爆炒糯谷占卜收成。

中国自古以农为本，农业讲究时令节气。春耕是春天的头
等大事，关乎一年的希望。

“春雨贵如油”，雨水节气饱含无限的活力。这个时节，降雨
开始、雨量渐增，因此，很多地方也称之为“可耕之候”。

此时，虽然北方大地还没有完全苏醒，但是多地修水利、备
春耕，都已忙活起来。南方多地，田野山林间，绿意渐染，春耕的
锦绣画卷也在慢慢展开。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雨水时节，温暖柔润的春天已悄然来
临，广袤的大地将呈现出清新的田园之美，人们的心田也“种”下
对美好生活的饱满希望。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上海 2月 19日电）

志在万里 蓬勃兴盛
——津冀携手打造世界级港口群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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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正月初三，天津港滚装码头，塔吊林立，船舶

往来不息。凌晨时分，载着 1430 辆国产品牌汽车的货

轮，鸣笛离港奔向大洋，标志着天津港至巴西滚装新航

线正式开通。

2019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港考察时强调，

经济要发展，国家要强大，交通特别是海运首先要强起

来。要志在万里，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智慧港口、绿色

港口，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

背靠京津冀，面向全球五大洲，京津冀协同发展十

年来，以天津港为核心、以河北港口为两翼，津冀两地

港口从竞争到竞合，在携手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中不断深化，正努力成为推动京津

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的重要支撑。

春 节 假 期 已 结 束 ，海 南 返 程 高 峰 仍 在 持 续

中 。 从 春 节 假 期 后 半 程 开 始 ，海 南 出 现 离 岛 机 票

价格贵、新能源汽车出岛船票“一票难求”、自驾车

过海严重拥堵等现象，引发广泛关注。

今 年 春 节 海 南 返 程 出 岛 缘 何 如 此 困 难 ？ 海 南

省相关部门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未来如何破解

出行高峰期出岛难？“新华视点”记者展开调查。

2024 年 2 月 2 日，一艘集装箱货轮 停 靠 在 天 津 港“ 智 慧 零 碳 ”码头（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 摄

2 月 17 日 ，大 批 车 辆 在 海 口 市 新 海 港 等 待 登 船（无 人
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郭 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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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
水2 月 19 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

市马塘镇花庄村村民在田间劳作。 新华社发

春节，是中国老百姓最隆重的节日，也是观察中国
经济发展的一扇重要窗口。

今年，积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春节，被列入联合国
假日。神州大地烟火气升腾，“百花齐放”争春忙，也为
当前复苏乏力的世界经济注入了暖意。

这份暖意，来自于中国大市场所具有的吸引力。
看车站、机场熙熙攘攘，“人潮”带动“人气”，汇成一

幅流动中国的长卷；看酒店餐馆热闹繁忙，门口排起长
龙，包间“一桌难求”；看文旅市场活力升温，热门景区、
博物馆一票难求，影院剧场座无虚席。

龙年春节假期，春节档电影票房首次突破 80 亿元，
快递业日均投递量比 2023年春节假期增长 82.1%，国内
旅游出游人次同比增长 34.3%，多项指标超过 2019年同
期水平。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指出，春节期间人们外
出聚餐、购物、旅行的意愿大幅提升，假日消费需求充分
释放。

春节消费热潮不仅席卷中国，更席卷全球。可口可
乐在越南发布带有金龙标志的龙年特别版，亚马逊等跨
境电商上架了红包、窗花等各类龙元素的春节装饰，期
待捕捉春节带来的新商机。

市场是当今世界的稀缺资源。14 亿多人口的超大
规模市场，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新的一年，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诚邀各国共赴美好风景。

共寻“诗和远方”，中国游客的“重返”有力提振了世
界旅游业发展信心。继去年 11 月份同马来西亚宣布签
证便利政策后，中国今年 1 月份又同新加坡、泰国相继
签署互免签证协定，中国出境游目的地更加多元。春节
假期，全国口岸日均通关人数达到 169 万人次，较 2023

年春节同期增长 2.8 倍，恢复至 2019 年春节同期的近九
成。泰中旅游总商会副理事长吴明扬说，中泰实行互免
签证为泰国旅游业的复苏注入强大动力。

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蛋糕”，中国有意愿，更有作
为。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援引摩根大通策略师
分析称，中国“不可投资”的观点大错特错，投资者在中
国仍有机会。

这份暖意，来自于人文与经济交融共生的发展之道。
从“龙墩墩”受到热捧，到各地接连登场的新春年味

市集活动、博物馆和非遗热潮涌动，以文化浸润经济，传
统年俗更有寄托。年味更浓的春节经济，不断丰富高质
量发展的内涵。

纽约帝国大厦塔尖亮起中国春节主题灯光，瑞士日
内瓦万国宫高悬起大红灯笼，新加坡“春到河畔”的巨龙
灯饰熠熠生辉……世界各地举办别样新春庆祝活动，鼓
舞着人们以更加昂扬的精神面貌努力奋斗，开启自信满

满的新一年。
乘着春节东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正如联合国贸

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蕾韦卡·格林斯潘所言，龙象征着
力量，象征着美好世界和美好生活，现在的世界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种积极的力量。

这份暖意，来自于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真心诚意。
春节假期，中欧班列、远洋货轮昼夜穿梭，载着电子

产品、衣帽服饰等“中国制造”奔向世界各地。诸多外贸
企业争分夺秒，节日期间就出海跑展会、谈生意、拓市
场，与国际同行共克时艰。拉美社报道称，中国对外贸
易的脚步并未停歇。

人勤春来早。浙江温州商务部门带领 200 余家眼
镜企业参加意大利米兰国际光学眼镜展览会，安徽合肥
市经贸代表团赴泰国、阿联酋、沙特等国家开展经贸、外
事和城市推介活动……春节前后，多地组织外贸企业

“走出去”、吸引海外客户“走进来”，推动国际经贸合作
再上新台阶。

作为货物贸易第一大国、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
要贸易伙伴，中国始终拉紧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纽
带，以开放合作之姿促进互利共赢。

“市面”有活力，“账面”显韧性，“人面”见希望——
中国经济新春“面面”红红火火，将向世界释放更大利
好，也向世界有力证明“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2月 19日电）

2024 年 2 月 13 日，游客在西安市美食文化
街区回民街游览。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