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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7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310万人次
　　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
息，2月 7日春运第 13 天，
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310
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 1873
列。雨雪冰冻天气影响明显减
弱，铁路部门加大运力投放，
做好出行服务保障，助力旅客
平安有序返乡。
　　铁路部门根据天气变化情
况，统筹调配机车车辆、动车
组和乘务人员，在天气好转的
地区和线路持续增开旅客列
车，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
求；武汉局集团公司管内运输

秩序基本恢复正常，安排加开
夜间高铁 143 列，在汉口站综
合服务区设置中转、老人、幼
儿休息区和儿童娱乐区，24
小时开放供旅客使用；北京
局集团公司加开去往太原、沈
阳、哈尔滨、郑州、西安、呼
和浩特、武汉等方向旅客列车
151 列；郑州局集团公司加开
去往北京、上海、广州等方向
的旅客列车 82 列，对 7列动
车组实行重联运行，在郑州东
站增设 40 台双向闸机，方便
旅客中转换乘；西安局集团公

司加开去往北京、沪杭、成渝
等方向的旅客列车 160 列；南
昌局集团公司九江、上饶等车
站加强供水、供暖、电梯等设
备巡查，动态增开售票窗口，
方便旅客办理购票和退改签业
务；南宁局集团公司加开南宁
至北海、百色、玉林，柳州至
河池、金城江等区间旅客列车
159 列，协调市政公交、出租
车增加开行频次、延长运营时
间，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
里”。
　　各地铁路部门密切关注天

气变化，加强线路设备巡查检
修力度，全力保障列车运行安
全。郑州局集团公司南阳工务
段、洛阳工务段等单位成立
56 个作业小组，对线路关键
地段和绝缘接头、道岔尖轨、
钢轨焊缝等关键部位全覆盖跟
踪检查；武汉局集团公司全力
做好线路防冻胀、防断轨、轨
旁设备防击打及设备防寒等工
作，武汉动车段投入 1000 多
名职工对动车组走行部、受电
弓、风挡等关键部位进行融雪
除冰，精心维护保养 223 组动

车组；南昌局集团公司南昌机
务段出动除冰扫雪机车，对武
九客专、昌九城际等线路接触
网开展扫雪除冰作业。
　　铁路部门提示广大旅客朋
友，铁路 12306 网站 (含客户
端 )是中国铁路唯一官方火车
票网络售票平台，从未授权任
何第三方平台发售火车票。旅
客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
会遭遇附加费、捆绑销售服务
等“陷阱”，还可能存在个人
隐私信息泄露风险。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动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
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
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的意见》)于 3日晚间
正式发布。作为定调全年“三
农”工作的官方文件，中央一
号文件关注农民增收工作，提
出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动。
　　文件提出，强化农民增收

举措，打好乡村全面振兴漂
亮仗。要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
平，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加快构建粮经饲统筹、
农林牧渔并举、产加销贯通、
农文旅融合的现代乡村产业体
系，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推动农产品加工业优化升级，
支持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主产区
建设加工产业园。

　　对于强化农民增收的具体
举措，文件提出，实施农民增
收促进行动，持续壮大乡村富
民产业，支持农户发展特色种
养、手工作坊、林下经济等家
庭经营项目。强化产业发展联
农带农，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和涉农企业扶持政策与带动
农户增收挂钩机制。促进农村
劳动力多渠道就业，健全跨区

域信息共享和有组织劳务输出
机制，培育壮大劳务品牌。
　　文件提出，要开展农民工
服务保障专项行动，加强农
民工就业动态监测。加强拖欠
农民工工资源头预防和风险预
警，完善根治欠薪长效机制。
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推
广订单、定向、定岗培训模式。
做好大龄农民工就业扶持。在

重点工程项目和农业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领域积极推广以工代
赈，继续扩大劳务报酬规模。
鼓励以出租、合作开发、入股
经营等方式盘活利用农村资源
资产，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2023年中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7%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5日
在北京发布数据显示，2023
年中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8.7%，其中电气机械和汽
车起到突出带动作用。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总经
济师叶定达 5日对记者表示，
2023 年，中国机械工业经济
运行虽经历波动起伏，但运行
态势总体向好。

　　截至 2023 年末，中国
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
12.1万家，较上年增加1万家，
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比
例达 25%，较上年提高 0.3 个
百分点；资产总计达 36 万亿
元 (人民币，下同 )，同比增
长 9.9%，占全国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资产总额的 21.5%，较
上年提高 0.7 个百分点。

　　2023 年，中国机械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8.7%，高于
全国工业和制造业增速 4.1 和
3.7 个百分点。机械工业主要
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
增加值全部增长，其中电气机
械和汽车起到突出带动作用。
　　据介绍，2023 年机械工
业有效应对风险挑战，坚持科
技创新引领，加速转型升级提

质增效。全年中国机械工业实
现营业收入 29.8 万亿元，同
比增长 6.8%；实现利润总额
近1.8万亿元，同比增长4.1%。
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增速分别
比全国工业高 5.7 个和 6.4 个
百分点，占全国工业的比重分
别为 22.3% 和 22.8%。
　　2023 年中国机械工业顶
住多重压力，对外贸易稳中有

升再创新高。统计数据显示，
2023 年中国机械工业外贸进
出口总额达 1.09 万亿美元，
同比增长 1.7%，连续第三年
超过万亿美元。
　　叶定达表示，2023 年中
国机械工业外贸出口不仅实现
了量的合理增长，更在增长动
能、贸易结构等方面实现了质
的有效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