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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反向，都是团圆”

“女儿最近工作很忙，我呢刚
退休，就决定跑来苏州过年了。”
王春喜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体验

“反向春运”，一路并不拥挤，来了
还能让女儿带着逛逛园林、古
镇。“不管正向反向，只要我们在
一起，哪儿都是团圆。”

“去年我父母来海南过年了，
海南白切鸡加上老家的腊肉、香
肠是我们的年味。”“我爸妈打算
把叔叔伯伯们叫上，今年过年一
起来云南旅居。”社交平台上，不
少网友分享长辈“ 反向春运 ”
经历。

有通信运营商数据分析指
出，2024 年春运，60周岁及以上
人群出行量同比增长近 30%，更
多老人选择前往子女工作地团
聚，他们来自四川、河北、湖北、湖
南等省份，目的地则多是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大城市。

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春运整体客流稳中有增，反
向客流量将进一步上升。

“反向春运”兴起，得益于老
人“走得动”、更易走。以往年轻
人过年回乡，不仅因为故乡情结，
也因为许多老人行动不便、经济
条件有限。如今，随着医疗条件
改善、城乡发展差距缩小，农村与
中小城市老人的生活水平已显著
提升。

从贵州到南京探亲的沈大爷感
慨，密集的高铁网络和航空线路让
千山万水被轻松跨越；点点手指就
能购票，也让他们更有勇气来城市

“陪伴孩子”。
综合成本更低，是另一大动

因。许多上班族返乡时间成本较
高，而“反向春运”线路往往票源丰
富、票价较低。同程旅行发布的
《2025春运旅行趋势报告》指出，不
少消费者利用春运期间“潮汐”客流
特征反向旅行过节，最高可节省
50%至70%的机票费用。

阖 家 团 圆 ，也 是 城 市“ 微 度
假”。“我已计划好，年夜饭就去网红
火锅店吃，还做了一堆旅游攻略。”
在南京工作的设计师林佳，打算把
湖南老家的父母和奶奶接来过年，

“以前春节回去，窝在家很无聊，不
如让家人来城市里一块玩玩。”

不少城市在春节期间推出新兴
文旅项目吸引访客。广州花城广场
的春节灯会成为全国闻名的年味地
标；在成都，宽窄巷子结合大熊猫基
地的“新春文化游”吸引大批家庭出
游……“反向春运”逐渐变成“微度
假”出游。

新共识孕育新机遇

春节是家庭团聚的节日，子女
返乡探亲是由来已久的传统习俗。
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年轻一代在城
市工作、生活压力大，“与其身心俱
疲地返乡，不如请父母来团聚，人在

就有家。”
多位社会学领域专家表示，“反

向春运”并不意味着解构中华传统
文化，而是传统不断演变发展的体
现；“反向”团聚并未改变孝敬、亲情
等美好情愫。

这一现象背后，也意味着父母、
子女对如何过年渐渐形成了新的
共识。

南 京 大 学 城 市 科 学 研 究 院
执行院长胡小武说，一些青年回
乡过年时有“陌生感”“形式感”

“孤独感”，匆匆待两天就离开；
父母到城市能获得更长团聚时
间，也能感受城市文化与氛围，
一种家庭生活新共识逐渐默契
形成。

有专家认为，随着城镇化不断
推进，“乡下人”与“城里人”界限愈
发模糊，“反向春运”有助于城乡文
化更好融合。“父母来到城市，能直
观感受我们的生活环境，也会为孩
子的奋斗感到自豪，互相增进理
解。”在江苏无锡工作的“00后”张
凡说。

客观上，“反向春运”能减少运
输压力、增加上座率，有助于均衡配
置运力，实现效益增长。

有市民发现，今年春运期间不
少列车车票出现“白菜价”，如 1月
22 日九江至深圳东最低票价仅需
31.5 元，菏泽到北京最低只要 15
元。铁路部门工作人员称，春运期
间部分大城市单向客流多，去程人
满为患，但返程运力易闲置，因而会
有优惠。

文旅消费也迎来新契机。从
年夜饭预订到城市周边游，一家三
代构成的家庭旅客群体，成为各大
文旅平台吸引的对象。有旅游平
台预测，家庭结伴出行将成为今年
春节期间的主流，亲子家庭的占比
将 增 至 49% ，订 单 量 同 比 增 长
75%。

呼唤城市温情“双向奔赴”

然而，“反向春运”也难免让人心
生隐忧：年迈父母适应能力有限，在城
市是否会面临沟通障碍与“数字鸿
沟”？老人又能否有更好的过年体验？

不少受访对象表示，父母进城，不
仅需要子女张开怀抱，更呼唤城市以
包容与温情实现“双向奔赴”。

交通运输部门可以为“反向春运”
人群提供更细致的解疑答惑、交通指
引、人工检票等适老化服务。城市要
相应增加对老幼群体的服务投入，如
地铁、车站增加志愿者协助提行李、购
票；景区增设无障碍通道；消费场景中
推出老年支付专用通道等；通过种种
细节，让老人感受城市温度。

胡小武认为，春节期间，大城市可
打造丰富多元、更具包容性的文化活
动。如在商场增设传统市集展区，让
老人和年轻人共同感受“年味”；推出
适合全家参与的城市徒步活动；利用
线上直播技术，将年俗活动推广至更
多家庭，让城市过年成为家庭的共同
记忆。

有文旅专家指出，城市在为“反向
春运”人群提供同等市民待遇及周到
公共服务之外，也应加强市场监管，合
理控制商品和服务价格，避免节日期
间价格过度上涨“寒”了人心。

此外，部分文旅景点不妨在春节
期间对新市民及其家属免费或优惠开
放，社区也可多组织开展丰富的联欢
活动，让老人等群体更有归属感和认
同感。一些地方也可主动打造“反向
春运友好型城市”形象，进一步提升城
市吸引力。

“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虽然春
运方向在变，团圆形式在变，但“反向
春运”热潮下，代际之间温情互融，城
乡文化彼此渗透，春节作为“团圆节”
传递的情感共识始终如一：一家人在
一起，就是年。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透视“反向春运”热潮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何磊静

湿疹是一种慢性、瘙痒性、炎症性皮肤病，发病时瘙痒剧
烈，且难根治、易反复发作。虽然它的名字带“湿”，但事实上
它的主要诱因却是“干”。在寒冷干燥的冬季，湿疹成为不少
人的健康困扰。

专家提醒，大众常说的“湿疹”，其实大多数情况下都是
特应性皮炎，好发人群覆盖全年龄层。冬季更应重视湿疹的
科学防治，切勿掉以轻心。

湿疹只是简单的常见皮肤问题吗？

皮肤干燥瘙痒、红肿、起“红疙瘩”、出现破损……专家
称，大众常把上述的皮肤症状称为“湿疹”。“半年痒一次，一
次痒半年。”今年35岁的广西南宁市民张倩怡说，她一不注
意保湿或是吃了辣椒等刺激性食物就会“长湿疹”，看医生才
知道是患上了特应性皮炎。

“目前，我们把病程超过6个月，有明显皮肤干燥、瘙痒和
对称性皮疹的湿疹诊断为特应性皮炎。”北京安贞医院皮肤
性病科主任医师王晓阳介绍，特应性皮炎患者常常伴有过敏
性鼻炎、结膜炎、哮喘等共病，是皮肤科非致死性疾病中的

“一号疾病”。
专家表示，湿疹虽不致命，但对生活的影响却不容小

觑。很多患者因瘙痒难忍而彻夜难眠，导致学习和工作效率
降低，甚至影响社交。若处理不当，湿疹还可能会引发更严
重的皮肤问题，如继发感染。

相比其他皮肤病，湿疹的知晓率较高，但大众对它的认
识和重视程度仍待进一步提高。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张
馨予认为，长期以来许多人把湿疹理解为一种表面性的皮肤
问题，这种认知实质上是低估了疾病的复杂性，而特应性皮
炎这个专业提法能更准确反映其本质，即一种由免疫系统异
常引起的慢性炎症性疾病，涉及遗传、环境等多种因素的相
互作用。

“为湿疹‘正名’可以消除一些误解，比如认为湿疹是‘小
毛病’或者觉得‘擦擦药膏就好了’的想法。”张馨予说，正确
认识湿疹能让更多人意识到它是一种需要规范化、专业化治
疗的慢性病，从而更重视早期干预和长期管理。

婴儿湿疹尤其需要引起家长的重视。王晓阳说，患有特
应性皮炎的儿童由于皮肤屏障功能异常、皮脂腺功能未发育
完全，皮肤往往干燥、脆弱，且易受外部环境刺激，在空气、温度变化以及接
触或摩擦到外物时，容易引起特应性皮炎发作或加重，这种情况如果发生于
婴儿期，病情可能持续到成年。

冬季里哪些因素容易诱发湿疹？

专家介绍，湿疹的成因有很多,包括遗传因素如“过敏体质”、免疫紊乱、
皮肤屏障受损、微生态失调、神经—精神内分泌因素等，湿疹通常是这些因
素共同作用所致。进入冬季，有哪些因素容易诱发湿疹？

一方面，干燥是引发湿疹的重要原因。“皮肤一干燥，就像完整结实的一
面墙失去了砖块之间的灰浆，变得松松散散、千疮百孔。”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新华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郭一峰说，冬季环境湿度下降，导致皮肤含
水量下降，皮肤屏障功能变得薄弱，清洁、保湿等屏障保护措施不足时，就容
易出现湿疹。

近期以来，“冬天要不要天天洗澡”的话题在互联网上引发热议，网友们
在“一天不洗不舒服”和“天天洗澡容易皮肤干燥瘙痒”之间纠结。对此，郭
一峰提醒，在干燥环境中过于频繁洗澡会破坏皮肤屏障，因此冬天洗澡要注
意频次和时间，不可过于频繁，时间也不宜过长，一般控制在5-10分钟，水
温控制在37摄氏度或以下，使用没有刺激性、弱酸性的沐浴清洁产品。

另一方面，闷热也可能导致湿疹发病。张馨予说，冬季以来，因不当穿
着“美肤衣”和“鲨鱼裤”等紧身保暖衣、塑身衣而引发的湿疹病例明显增
多。此类衣物若透气性欠佳，长时间穿着可能造成局部皮肤潮湿闷热，加上
日常行动时的摩擦刺激，很容易诱发湿疹。

“皮肤也需要‘呼吸’。”张馨予说，尤其是对湿疹患者来说，贴身衣物应
首选纯棉材质，保证舒适和透气，冬天在做好保暖的基础上不宜穿着过厚，
避免因“捂热”加重湿疹的瘙痒症状。

此外，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可能诱发湿疹。“压力过大、作息不规律，免
疫功能失调，还有不注重个人卫生或者过度清洁等因素，都在不断挑战我们
的皮肤防御系统。”张馨予说。

湿疹根治难，如何“和解”？

应对特应性皮炎等湿疹问题的关键是对症治疗。张馨予说，要先明确诊
断，查明病因，然后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我们通常会联合使用药物、护
肤品改善皮肤状态，必要时辅以光疗等物理治疗手段”。

“特应性皮炎很难根治，但可以通过治疗达到长期缓解，保持无皮疹的
状态。”郭一峰说，约七成的特应性皮炎为轻症，一般采取基础治疗，即日常
注重皮肤的清洁、保湿，并回避一些诱发加重的因素，再根据皮疹的严重程
度来使用外用药物，可选择外用糖皮质激素、或非激素类的抗炎药物，合并
鼻炎、哮喘时可口服抗组胺药物。对于中重度患者外用药物不能控制的，采
用生物制剂、小分子靶向药物、免疫抑制剂、光疗等系统治疗。

在所有外用药物治疗中，激素是一线药物。王晓阳说，激素治疗特应性
皮炎起效快、疗效好，能快速起到控制皮损、缓解瘙痒的效果，但长时间使用
也可能引起皮肤色素沉着、萎缩、多毛等副作用。王晓阳提醒，采取激素治
疗湿疹应选择正规医疗机构，用药前须先根据问诊、检查等确定适合患者的
激素类药物浓度剂型，并根据部位选择合适的药物。

“目前没有任何一种方案能够绝对治疗特应性皮炎，但适时的治疗、合
理的用药、恰当的护理都能控制病情。”王晓阳建议，患者应尝试和特应性皮
炎“和解”，积极面对，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对生活的影响。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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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
严 重 危 害 司 法 公 信 和 社 会 诚
信，严重侵害胜诉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 1 月 20 日联合发布
一批相关典型案例，推动在全
社会形成诚实守信、严格守法
的良好氛围。

（新华社发）

典 型 案 例

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是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
内容。近日，《关于建设美丽中国先
行区的实施意见》《美丽城市建设实
施方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
三个文件相继印发实施，美丽中国
建设“1+1+N”的实施体系不断
完善。

在生态环境部20日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
裴晓菲介绍，实施体系中第一个

“1”，是《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
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这是
统揽美丽中国建设各项举措的纲领
性文件。第二个“1”，是美丽中国先
行区建设，是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工
作的重要抓手和关键支撑。“N”是
指分领域行动，既包括城乡建设领
域的美丽城市、美丽乡村，也包括清
洁能源、环境治理、绿色制造、绿色
交通、绿色金融、科技创新等其他重
点领域。

他表示，《关于建设美丽中国先
行区的实施意见》聚焦全面推进美
丽中国建设的中心任务，以深化污
染防治攻坚、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增
进民生福祉为着力点，在区域、省
域、城市、县域各层级，分级分类建
设美丽中国先行区，力争到2027年
底前形成一批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
成果，久久为功建成若干各美其美、
群众满意的示范样板，为全面推进
美丽中国建设积累经验、树立标杆。

生态环境部等十一部门日前联
合印发《美丽城市建设实施方案》。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实施方案聚
焦引导各城市在绿色低碳、环境优
美、生态宜居、安全健康、智慧高效
等 5个方面，因地制宜开展美丽城
市建设，打造美丽城市示范标杆，建
设高品质生态社区，引导建设各类
园区、厂矿企业、学校、街道等“美丽
细胞”。

《美丽城市建设实施方案》提
出，争取到 2027 年，城市生产生活

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明显，突出
生态环境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城区
环境明显改善、生态宜居更加凸显、
治理效能有效提升，推动50个左右
美丽城市建设取得标志性成果。到
2035年，城市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广
泛形成，生态环境实现根本好转，生
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
提升，形成智慧高效、多元共治的城
市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美丽城市建
设实现全覆盖。

生态环境部与相关部门近日联
合印发《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
这也是生态环境部等9部门在美丽
乡村领域的首个行动方案。裴晓菲
说，实施方案提出4项重点任务、18
项重要举措，努力建设村庄干净整
洁、农业绿色低碳、生态环境优美的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乡村。

记者了解到，“十四五”以来，农
村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农业绿色发
展水平显著提升。但我国村庄量大
面广，南北方区域差异大，农民群众

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等不同，而农村
工作基础相对薄弱，尚有超过一半
的农村生活污水未得到有效治理管
控，畜禽粪污、生活垃圾乱堆乱放等
环境问题时有发生，农业农村生态
环境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相比还有不小差距，是美丽中国建
设的短板和弱项。

《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明
确，力争到 2027 年，美丽乡村整县
建成比例达到40%；重点区域农业
面源污染得到有效遏制，新增完成6
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有条件的设
区的市或者县（市、区）率先全域基
本消除较大面积农村劣Ⅴ类水体。
到2035年，美丽乡村基本建成。农
村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广泛形成，乡
政府驻地、中心村等重点村庄全面
完成环境整治，基本消除较大面积
农村劣Ⅴ类水体，有条件的设区的
市或者县（市、区）率先重现乡村“河
里游泳、溪里捉鱼”的亲水记忆。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从城市到乡村，美丽中国建设实施体系不断完善
新华社记者 高 敬

春运大幕拉开，返乡人群浩浩荡荡涌入车站。年过六旬的王春
喜和老伴却在“逆行”：经过近 21 个小时的车程，他们从老家吉林长
春抵达江苏苏州，拎着装满红肠、木耳等年货的大包小包，准备在女
儿工作的城市过个别样春节……

从“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到“我来到你的城市”，“反向春运”正在
90亿人次的跨区域流动中掀起新风潮。

新华社天津1月20日电（记者周
润健）1月22日，腊月二十三，这一天
是北方传统的小年，而南方传统的小
年则在腊月二十四。小年到，甲辰龙
年即将别去，乙巳蛇年日渐临近，天南
海北的人们都在高高兴兴地迎新春。

民间将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谓
之“小年”，源于人们十分在意“过
年”的心态。那么，何为“年”？民俗
学者、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来
华介绍，年的形成，来源于古人对季
节、收成、天象、历法的认识，这是我
国农耕文明的文化果实。年，首先
是与农作物的收获相关。甲骨文中
的年字，就是人背禾的象形字。《说
文解字》曰：“年，谷熟也。”随着历法
知识进步，古人又根据天象、物候等
来确定四季循环的起点和终点，年
就成了这一循环的最好概括。

中国人过年始于腊八，俗话说
“过了腊八就是年”。这里所说的
“年”指的是农历新年，也就是春节，
俗称“大年”。与大年相比，还有一
个相当于“预热”的小年。“甲子春侵
腊，燕京又小年”，说的就是北方的小

年；“春节前三日，江乡正小年”，说的
则是南方的小年。“从腊八到小年，再
到除夕和大年初一，这二十几天，都是
喜庆和热闹的过年节奏。”王来华说。

旧时，小年最重要的习俗就是
祭灶，这是我国南北共有的一项习
俗。祭灶时，最常见的祭品便是又
甜又黏的麦芽糖，意在招待好灶王
爷，请他“上天言好事”，多说“甜言
蜜语”。清代的一首小诗“岁暮方思
媚灶王，香瓜元宝皆麦糖”，写的就
是这个场景。“现如今，祭灶的习俗
已不再时兴，但麦芽糖依然是过小
年的标志性食物，人们用它传达求
吉纳祥的美好寓意。”王来华说。

春节，是中国人传统节日中最隆
重、最宏大、最具狂欢性的节日，而小
年又是迎接春节最响亮的前奏曲，人
们开始紧锣密鼓地忙年了，扫房子、
赶年集、理头发、买春联、做美食，而
在外漂泊的游子们也开始收拾心情，
打点行囊，准备踏上返乡归程。

“壶觞迎小岁，灯火候仙坛。”迎
小年，过大年，让我们热热闹闹地好
好过年。

又是一年小年日 家家户户迎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