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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曹智）从省交通运输
厅获悉，中秋国庆假期，河北高速公路交通
总流量为2751.73万辆次，日均343.97万辆
次，同比增长106.84%，比2019年同期增长
52.01%。

中秋国庆假期，全省交通运行多项指
标创近5年来新高，形势总体稳定。

强化枢纽等重点区域客流监测，省交通
运输厅指导各地完善运输组织方案，优化运
力调配，科学安排班次计划，采取缩短发车

间隔、开行区间车和快车等措施，满足乘客
抵离接驳出行需求。加密农村客运班线频
次，灵活设置停靠站点，提供预约响应和包
车服务，充分保障乡村游、探亲流、返乡返岗
等出行。中秋国庆假期，道路运输营业性客
运量为548.87万人次，日均68.61万人次，为
2022 年 的 6.29 倍 ，比 2019 年 同 期 增 长
25.74%。

加大旅游重点地区及景区运力投放，
河北引导企业开行旅游专线、旅游直通

车，旅游包车免费通行 83354 辆次，日均
10419 辆次，为 2022 年同期的 7.46 倍，为
2019年同期的 2.52倍，累计免收旅游包车
通 行 费 1426.9 万 元 ，平 均 每 辆 次 免 收
171元。

河北严格落实小客车和旅游包车免
费通行政策，按照“一站（路段）一策”原
则，制定疏堵保畅工作方案，加强运行监
测和跟踪调度，开足收费通道，全员上岗
值守，全力保障司乘人员高效、顺畅、舒心

通行。持续深化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
升行动，在全省抽调 95 人，明察暗访 303
次，确保停车、如厕、加油充电等设施齐
全、功能完好。中秋国庆假期，2337.99 万
辆次小客车免费通行高速公路，减免通行
费 7.67 亿元。机场旅客吞吐量为 33 万人
次，同比增长 121.9%，基本恢复至 2019 年
水平。铁路发送旅客 407.88 万人次，为
2022 年 的 4.38 倍 ，比 2019 年 同 期 增 长
10.50%。

日均上万辆次旅游包车免费通行河北高速

河北日报讯（记者贡宪云 通讯员
李夏）从石家庄机场获悉，今年中秋国庆
假期，石家庄机场共运送旅客26.73万人
次，保障运输航班 1885 架次。从旅客流
向来看，“双节”期间旅客以返乡探亲、休
闲旅游为主，成都、上海、昆明、重庆、杭
州、贵阳、宁波、南宁等多个热门城市的
航班客座率超过90%。

数据显示，石家庄机场节前旅客出
行于 9月 28日达到高峰，当日运送旅客
3.68 万人次。返程客流量于 10 月 5 日达
到高峰，当日运送旅客3.76万人次。

石家庄机场相关人士表示，中秋国庆
假期结束后，是旅客错峰出游的好时机。
多个城市机票价格会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石家庄至杭州、上海、成都、重庆、昆明、贵
阳等地机票回落至200至300元之间，至
广州、深圳、南宁等地机票在400至500元
之间，至省内张家口、秦皇岛、承德等地机
票140元起。

10月底，石家庄机场将迎来冬航季
航班换季，届时石家庄机场将新增至香
港、延吉、松原等地的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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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流量较“五一”小长假增幅
明显、3A级及以上景区客流量明显
上升……为期8天的中秋国庆假期
结束，河北联通大数据监测显示，整
个假期河北联通网络运行平稳，
4G、5G 流量稳步提升，交通枢纽和
商圈业务量增长较大。

——看网络，全省联通无线网
络运行平稳。

“双节”假期，全省联通无线网
络运行平稳。随着“双节”假期来
临，全省接入联通4G、5G网络用户
9 月 28 日陡增至 2768 万人，9 月 29
日中秋节当日达到峰值，高达 2886
万人，较平时增加 375 万人，10 月 6

日假期最后一日，用户数逐渐恢复
平日规模。

“双节”假期，全省联通 4G、5G
日均总流量9884.24TB，10月1日国
庆节当天总流量达到最高值。4G
流量持续下降，5G流量较“五一”小
长假增长10.41%，增幅明显。

——看人员流动，北京天津江
苏来河北的人最多。

从 9 月 27 日开始，联通漫入用
户开始显著增长，9月29日漫入用户
达到峰值540万人。随着假期结束，
漫入用户开始减少，人口逐步漫出。

漫入河北的联通用户中，人员
数量居前三的省（市）分别是北京

（297 万）、江苏（172 万）、天津（143
万）。漫入人员中，去往廊坊、沧州、
保定三地的人员最多。

——看场景，3A级及以上景区
客流量明显上升。

从9月28日开始，3A级及以上
景区客流量明显上升，用户数最高
峰出现在 9 月 29 日中秋节当天，流
量使用峰值出现在10月1日。

商场也是大家爱去的地方。数
据显示，“双节”期间，石家庄商圈人
流量达 424 万人次，较平时增加
19%；联通用户数据流量 344TB，较
平时增加9.08%；支付次数17926万
次，较平时增加7.01%。

从通信大数据看假期人员流动——

京津苏来冀人最多
河北日报记者 方素菊

“共46.9公斤，每公斤13元，又
收入了610元。家里还有刚下树的
板栗，改天再送过来。”10月6日，位
于宽城满族自治县的承德神栗食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栗公司”）板
栗收购站内，栗农孟宪斌皱了几天
的眉头终于舒展了。

地处燕山深处的宽城满族自治
县，因土壤富含铁、光照充足、雨热
同期、昼夜温差大，十分适宜板栗生
长。小板栗已成为当地百姓增收致
富的“金果子”。

照往年，9月中旬到月底，颗颗
板栗便会从开口的栗蓬里争先恐后
跳下来，栗农将成熟落地的板栗装
筐入袋，送到附近临时开设的收
购点。

“正常情况下，收购点开设的时
间基本与板栗下树时间吻合，一过
9月底，收购点停业，但今年情况特
殊。”老孟说，先是倒春寒，板栗开花
坐果期遇上低温，造成板栗落花、落
果，紧接着又遇到罕见干旱。

眼瞅着收购点陆续撤走，树上
板栗就是赖着不下来。

特殊天气本已造成板栗减产，
如果因下树晚再砸在手里，对老孟
来说，损失着实不小。在宽城20万
栗农中，和老孟一起发愁的为数
不少。

9月29日，中秋节当天，当地人
都在朋友圈转发由神栗公司发出的
一封公开信：在现有收购点停收后，
将在公司设立板栗收购站，专门收
购宽城境内下树晚的板栗，在质量
达标的情况下，价格参照公司各收
购点停称前价格，确保栗农不受损
失……

“不能让栗农再受损失！”神栗
公司总经理赵天丽说，公司通过市
场调研获知栗农遇到销售难题后，
当即作出了“面向全县栗农敞开大
门收购”的决定。

实际上，这并不是神栗公司第
一次作出承诺。2000年，公司成立之初，便向全县栗农作出“收购
全县所有板栗、收购价格高于周边地区、企业有利润返利于民”三
个承诺。

该公司依托宽城板栗的资源优势，成立了板栗合作总社，以乡
镇、村为基础建立了 20 个分社，吸纳近 3 万户栗农成为合作社成
员，提供果树田间管理、技术服务、农资供应、产品销售等服务，形
成了“公司+农户+基地”的农业产业生产经营模式。

“过去我们种的老品种，每亩产量只有 50公斤左右。神栗公
司提供了新品种‘大板 49’，而且推行标准化种植，每亩产量能够
达到200公斤，每亩地收益增加好几倍。”增产又增收，让老孟和很
多栗农一起尝到了甜头。

在神栗公司的带动下，宽城板栗种植面积从 10 年前的 56 万
亩增加到现在的 80万亩，带动 20万栗农年人均增收 300元以上；
通过推广树下散养家禽、培植栗蘑、种植中药材等，每亩板栗可增
收 4000 到 5000 元，帮助越来越多栗农实现了树上增产、树下增
收。多年来，该公司通过多种形式累计向栗农让利、返利 500 多
万元。

“神栗公司的成长，离不开广大栗农的支持和帮助。可以说，
公司和栗农已经成为利益共同体。”赵天丽说，帮助栗农渡过难关、
增加收入，就是在保护板栗产业发展根基，才能为公司发展壮大提
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目前，神栗公司已发展成为一家集基地种植、科技研发、生产
加工、市场营销于一体的综合性食品加工企业。公司生产的板栗、
山楂、蜂蜜、冻干食品4大系列60余种产品，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
的同时，还远销日本、美国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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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中秋国庆假期

10月7日，石家庄市南二环（仙台
街至太行大街）快速连通工程加紧施
工。该工程由南二环与复兴大街互通
桥东引桥连接段、信工路新建高架桥
组成。工程竣工后，将有利于石家庄
市拉开城市框架、促进东部区域的经
济发展。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晟全摄

石家庄

南 二 环 快 速
连通工程全速推进

（上接第一版）
历经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传承发展、近代以

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80多年的历史进程、我们
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100多年的奋斗、
新中国成立 70多年的持续探索、改革开放 40多
年的伟大实践，多少人的深长夙愿，无数个历史
之问，在今天有了鲜明答案。

■“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
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现代化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生态等在内的综合发展进程，是人类文明发展与
进步的显著标志。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向世界庄严宣告：“我们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
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
新形态。”

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是文明程度提
高的物质条件。

新时代的中国，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
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在思考、在谋划。

从提出我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时期，到提
出“新常态”；从提出“新发展理念”，到提出“着力
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提出“构建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到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从提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一个不能少”，到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的现代化”……

今天，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物质文明
成果不断涌现，厚植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
础。亿万人民更加昂扬奋发，更加坚定了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和
底气。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现代政治文明
的鲜明特征。

2019 年 11 月，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
市民中心，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参加法律草案意见
建议征询会的中外居民中间，深刻指出“我们走
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
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谆谆话语，道出中

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质与优势。
回顾历史，我们党开创了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
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
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有深刻关联；我们确立
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顺
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
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
大一统传统。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中国没有
走西方老路，而是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
国没有照搬照抄西方民主模式，而是创造了中国
式民主。“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
律。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
度，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
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习近平总书记思考
深刻。

“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今天的
中国，民主已经从价值理念成为扎根中国大地的
制度形态和治理机制，14 亿多人民享有前所未
有的权利和尊严。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全过程
人民民主的真谛和价值必将在人类文明进步的
滚滚洪流中激浊扬清、不断升华。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
要强大的精神力量。

党的二十大召开前出版的大型历史文献
丛书《复兴文库》，呼应了盛世修典、太平纂帙的
文化传统；苏州古城东北隅的平江历史文化街
区，历史文化遗产与居民现代生活相映成趣；由

《千里江山图》演绎出的舞剧《只此青绿》，以东
方美学的经典色彩铺展出如诗如画的中国山
水气象……传统与现代握手，历史与当下交融，
中华文化的“一池春水”被激活，呈现出“郁郁乎
文哉”的繁盛气象。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新时代
十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骨神韵、革命文
化的刚健激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繁荣兴盛在
新时代伟大实践中融为一体，为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主动、更为强大的精神
力量。

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
自信”，明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
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
化自信”，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

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
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赓续中华
文脉注入固本培元、立根铸魂的思想力量，提振
了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志气、骨气、底气。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需要人的全面发展。

用进步代替落后、用富裕消除贫困，这是历
史大势所趋，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道义所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促进共同
富裕、实现公平正义上推出一系列开创性举措，
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人民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
持续。

共同富裕是物质的富足，也是精神的富有，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追求。今天，蕴含着“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古老
智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步内化为人们的
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中国精神、中
国价值、中国力量不断彰显，中国人民焕发出前
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凝聚起自信自立自强的
精神力量。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
根本大计。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鲜明特色，也是本质要求。它来自于源远流长的
中华文明精粹，延续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
文明根脉。

“衔空三百里，一色郁青苍。”今年7月，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四川剑阁县考察翠云廊，沿古道步行
察看千年古柏长势，详细询问历史上植柏护柏
情况。

翠云廊 300 余里的道路两旁，植有柏树 1.2
万余株，是全世界最大的人工古柏林。

“翠云廊确实是叹为观止啊！”总书记十分感
慨，“在这里可以得到很多启示，挖掘出很多意
义，对自然要有敬畏之心。”

“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观，“坚持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观……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标志性、
创新性、战略性的重大思想观点中，既蕴藏着古
老中华文明的深厚智慧，又孕育着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的时代特质。
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

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
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代表着人类文明
进步的发展方向。

新时代的中国，欣欣向荣、气象万千，物质文
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
调发展，深刻重塑着人类文明发展格局，彰显了
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
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
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

“70 后、80 后、90 后、00 后，他们走出去看世
界之前，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2021
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席话，令人
感慨万千。

“平视世界”的自信从何而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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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阐
述了对“文化主体性”的思考。

——“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

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
体性”；

——有了文化主体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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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在成都大运会开幕式欢迎宴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阐明大运会之于人类文明进步的
重要意义：“文明是多样的，世界是多彩的。”“我
们要以这次大运会为契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
值，谱写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正是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秉持
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让我们涵养了“相互尊重、平
等相待”的从容，“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大气，

“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坦诚，“与时俱进、创新
发展”的锐气。

同样是一次体育与青春的盛会，2022年北京
冬奥会开幕式上，身穿虎头衣、脚踩虎头鞋，44
名来自太行山深处的孩子登上舞台，用希腊语演
唱奥林匹克会歌。

古老与现代在此融合，民族与世界在此互

鉴，纯净的歌声讲述着开放包容的中国故事，汇
聚起“一起向未来”的力量。

正是秉持开放包容，我们丰富了中华文明
的博大气象。无论是源远流长、融会贯通的敦
煌，还是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成都，都印证了
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也是文
化自信的显著标志。“只有充满自信的文明，才
会在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
各种不同文明。”谱写中华文明当代华章，就要
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
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
秀文明成果。

“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没有本事
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
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
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
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
明作贡献的中国”。

正是坚持守正创新，我们坚持古为今用、洋
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在伟大的时代孕育
伟大的故事，让精彩的中国拥有精彩的讲述。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
同的党。新时代的伟大变革，不仅在中华文明发
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也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巨
大进步。

“中国没有称王称霸的基因，没有大国博弈
的冲动，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定奉行‘大道
之行，天下为公’。”8月22日，在2023年金砖国家
工商论坛闭幕式上的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再一
次从文明的维度，阐明了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
展道路的坚定立场。

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国共
产党始终秉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致力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
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
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

大道不孤，天下一家。大道如砥，行者无
疆。新时代新征程上，思想之光照亮中国式现
代化前行之路，真理伟力推动中华文明重焕
荣光。

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