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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在我国古代天文学中，

天蝎属商星，猎户属参星，刚好一

升一落，永不相见，于是杜甫在《赠

卫八处士》诗中说：“人生不相见，

动如参与商。”

围绕“猎户三星”，我国民间衍

生出来好多说法，比如“三星高照，

新年来到”“三星正南，家家过年”

等。

农历新的一年，寄托了人们诸

多的美好愿望，于是人们便给“猎

户三星”起了非常吉祥的名字，参

宿一取名“福星”，参宿二取名“禄

星”，参宿三得名“寿星”，寓意吉祥

幸福、健康长寿和丰足富裕。

每年的除夕之夜，“猎户三星”

都会按时出现在南方天空，闪闪放

光芒。专家提示说，如果天气晴

好，除夕夜20时左右，有兴趣的公

众向南方的夜空望去，就可以看到

“猎户三星”。视力好的，还能用肉

眼看到雾蒙蒙一团的猎户座大星

云。如果使用望远镜观测，视觉效

果会更好。随着时间的推移，“猎

户三星”逐渐西移，等到它们飘移

到了西方天空时，已经接近正子

时，伴随着响亮的新年钟声，农历

辛丑年正式到来。

除夕夜“三星高照”
辞旧岁“新年来到”

疫情防控知识哪里找？供暖

温度不够该找谁？“十四五”开局之

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通知，要求

各地归并整合现有政务服务便民

热线，让遭遇“烦心事”的百姓可以

通过“12345”一个号码，“7×24 小

时”排忧解烦。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

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

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为民的事没

有小事，要把群众大大小小的事办

好。

“12345”是方便快捷为百姓解

忧的一条热线，也是以人民为中

心、对民情民意的“一号响应”。新

华社记者探访各地“12345”热线，

探寻这些“一号响应”里的民情与

期待。

“12345”热线有多热？

【数说】高峰期一天 1 万通电

话，一城一年140余万件群众诉求。

【探访】清 晨 7 点 ，合 肥 市

“12345”接线员尹思结束夜班走出

呼叫中心。这个冬夜，她一共接听

60通电话，在线解答咨询40余次，

并将市民反映供暖问题等投诉在

线转给责任单位。

这是尹思相对“清闲”的一

天。刚刚过去的2020年，她和同事

创下了一天接听 9000 余通电话的

“历史纪录”。“那时是疫情防控的

紧张时刻，忙得连口水都顾不上

喝。”尹思所在的合肥市“12345”受

理中心，2020 年共受理140 余万件

群众诉求，这意味着平均每小时约

受理160件群众诉求。

“以前热线号码又多又杂，遇

到事情不知道该打哪一个。现在

不管遇啥事，只要拨打‘12345’就

可以。”吉林省辽源市市民刘源近

日因公在北京出差一个月，返乡时

不清楚辽源疫情防控政策，多亏

“12345”接线员有针对性解答。

辽源“12345”热线自2016年底

上线之初，便在吉林省率先探索整

合政府系统及企业服务类 49 个公

开电话资源；2018年继续整合国家

部委明确设立的、话务量较大、有

影响力的4条短号热线。整合后，

受理量激增6倍。

【观察】记者在北京、合肥等先

行试点地区看到，“12345”热线经

归并整合后，受理量快速攀升。北

京，2020年日均受理量约3万余件，

比前一年增长55%；合肥，受理量也

以年均约15%的速度攀升，2020年

更是同比激增82.3%。不断递增的

“热度”量背后是滚烫的民生关切，

也是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期待，各

地应当按照国家“12345”热线归并

清单要求，加快开展归并整合工

作，加快建强搭好这一解决百姓急

难愁盼的民生平台，进一步呼应民

情、方便群众。

“12345”热线解决问题
管用吗？

【数说】1162 个办理机构一站

式服务，百万字的知识库应对咨

询。

【探访】“试试看打热线，没想

到真给考场装了空调。”2020年5月

27日晚，高考考生家长张传尚着急

地拨通合肥市“12345”热线，反映

中高考因疫情延期至7月后，考生

或面临高温考验，建议在考场安装

空调。令她没想到的是，仅仅一周

多时间，合肥在所有中考、高考考

场都安装了空调。

快速解决问题的背后是强大

的热线回应机制保障。为有效解

决群众诉求，合肥市将市县乡三级

1162 个涉及民生诉求的办理机构

集中到“12345”平台，实行办理机

构集中、一站式服务，让“12345”一

个号码成为政务的总客服，并明确

限时办理。

“要确保群众咨询‘答得好’。”

合肥市“12345”热线办主任葛鑫生

说，为了实现对群众来电咨询投

诉的快速有效办理，热线办建立

了覆盖 790 多个文件、近百万字的

政府法规知识库，建起“受理、转

办到反馈、回访、评价、督办”的闭

环流程。对诉求人不满意的回

复，人工审核员会在后台退回原

单位重新办理，如果仍然办理不

力，将提交至电子监察系统进行

督办。

“除115名受理人员外，我们共

18名工作人员，其中10人专职负责

督办，确保每一个民意有响应、能

落地。”合肥市“12345”热线办副主

任杨思清说。

1月9日清晨，由于连续低温天

气，合肥市市民桂女士家中的水管

被冻住，年过八旬的父母用水很不

方便。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她拨打

了“12345”热线。“管用！短短半天

内，合肥供水集团就来维修，还扛

来两桶水解决我们急用。”桂女士

说。

【观察】管用才是硬道理。采

访中记者发现，北京、合肥等多地

将“一号响应”纳入政府目标考核，

市委主要领导当起“督办员”，采取

“首问责任”制度避免部门间“踢皮

球”。热线灵不灵，群众口碑是核

心标尺。一些地区热线必须进一

步优化服务，打得通、办得快、办得

好，少一些“话术”、多一些赤诚，才

能让“一号响应”真正成为百姓满

意的“幸福之声”。

“12345”来电热榜有啥用？

【数说】“7×24小时”全天候收

集百万民情民意。

【探访】“我是大兴区兴华园小

区的居民，住进来十几年了，房产

证一直办不下来。”长期以来，一直

有群众通过北京“12345”市民服务

热线反映兴华园小区房产证无法

办理的难题，累计来电近百件。兴

华园小区是北京市历史遗留房地

产开发项目产权证办理难的一个

缩影。

2019 年 9 月，北京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委员会与住建、税务多部门

联合发文，为破解历史遗留房地产

开发项目的“办证难”明确了办

法。通过完善制度和成立专班，以

“12345”热线为切入点，大兴区梳

理全区历史遗留项目 15 个，制定

“时间表”和“任务书”。2020 年 12

月 8 日，兴华园小区 202 户居民终

于领到了期盼已久的房产证。

北京市市民服务热线中心主

任张波介绍，2020 年北京全市 440

多万市民群众反映诉求，其中疫情

防控、市场管理、公共服务、住房等

是群众来电的“热点问题”。“群众

集中投诉，推动解决疑难问题，也

提升了首都社会治理精细化水

平。”

走进合肥市“12345”热线接听

室 ，大 屏 幕 上 的 当 月 热 点 问 题

“TOP5”格外醒目：疾病预防控制、

物业服务、外地市问题、消费纠纷、

农民工权益五项内容的电话接听

量和占比一目了然，基于电话内容

分析的当月热词直观反映了群众

关注的民生热点痛点：疫情防控、

工资发放、农民工权益等。葛鑫生

说，今年将依托“12345”平台发现

问题，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手段

对信息进行进一步挖掘和分析，通

过定期分析报告，对倾向性、苗头

性问题进行预警，为社会治理提供

参考。

【观察】“12345”是及时有效的

民声民意收集与反馈机制。目前

个别地区热线办事中，依然存在各

单位各办各事，对群众集中性、复

杂性诉求不够重视的情况，各地整

合归并热线过程中，应当把倾听民

意放在工作“第一号”位置，不断提

高精细化、智能化水平，多探索解

决共性机制问题的治本之策，才能

真正实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推

动治理现代化。

（参与记者：孟含琪、顾小立）

新华社记者 刘菁 杨玉华 张紫赟 王君璐

“一号响应”里的民情与期待

⇒2月9日，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客运段联

合重庆铁路公安处组织青年志愿者，将万州北开往重庆北的

C6409次列车装扮一新，为旅客带来一场自编自演的别样“高

铁春晚”，让奔波的旅客多了归途的快乐，在旅途中体验别样

“年味”。 新华社记者 黄伟 摄

“今年的春节，我会去本地同

事家里‘蹭饭’。看到他们的父母，

就好像见到自己的爸爸妈妈，感觉

和在自己家里一样。”谈起牛年新

春的打算，广达上海制造城厂务管

理处协理、台胞李国穗满脸都是笑

意。

李国穗所在的广达上海制造

城，是台湾广达电脑集团在大陆投

资设立的生产基地。作为20年前

建厂之初就来到上

海的“元老”，李国

穗对这座城市和这

个拥有近四万名员

工的巨型工厂感情

颇深。

新冠肺炎疫情

之下，广达上海制

造城有近九成员工

响应号召“就地过

年”，李国穗和绝大

多数台籍管理人员

也将留在上海度过

春节假期，管理厂

区生产、照顾留沪

外地员工。

除了带家人孩

子去广富林遗址、

辰山植物园等上海

标志性景点，李国

穗计划利用假期到

松江区的泖港镇等

地走走看看，感受

一下正宗的“上海

年味”。

“ 台 湾 也 是 一

样啊，只有回到乡

下老家才有真正过

年的味道。”李国穗

说。

作为大陆经济最发达的城市

之一，上海汇聚了万余家台资企业

和数十万台胞台属。考虑到防疫

要求和时间、经济成本，这个春节

许多台胞像李国穗一样选择“留

守”。

上海真豆咖啡食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陈正治2001年来到上海打

拼。每个春节他都会准时返台与

家人团聚，今年成了一个例外。第

一次独自过年的陈正治，除夕会和

几位熟识的台湾朋友相约一起吃

年夜饭，并透过视频连线家乡的父

母亲人，互报平安、互道祝福。

“2020 年受疫情影响，公司业

绩一度大幅下降。好在大陆疫情

防控有力，全年业务恢复到了往年

的六七成。”陈正治说，期待新的一

年扭转乾坤，大陆经济持续复苏带

动公司业绩稳步回升，也希望疫情

退散自己能早日返乡与家人团聚。

36 岁的台青黄晓亭既是科麦

（上海）烘焙食品贸易有限公司的

公关经理，也是一位

公益主播。第一个不

在父母身边度过的新

春佳节，她打算和闺

蜜一起，通过自己的

“公益梦想家”账号做

几场直播。

之前的直播大多

是为大陆偏远乡村的

农产品“带货”，春节

里黄晓亭打算转换主

题，介绍一下台湾过

年有哪些风俗，有哪

些好吃好玩的。她说

希望用这种方式表达

对亲人的思念，也让

更多大陆朋友了解自

己的家乡。

与陈正治、黄晓

亭不同，“登陆”十几

年的上海鲁凯会务有

限公司总经理陈杰伟

已把在大陆过年视为

一种习惯。最近几年

的春节，一家五口几

乎都在上海度过。

“台湾是故乡，上

海是家。”陈杰伟说自

己 对 上 海 蛮 有 感 情

的，但因为工作繁忙，

他对上海其实并不算太了解。今

年春节，他会带着孩子去博物馆、

迪士尼，也想逛逛老城隍庙和崇明

岛，深度感知这座时尚与怀旧并重

的城市。

“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

即故乡。”对于在上海创业、工作、

生活的众多台胞而言，这里早已成

为“第二个家”。但每逢佳节，他们

依然渴望回到故乡与亲人团聚。

牛年新春，疫情留住了台胞们返乡

的脚步，却阻不断他们浓浓的思乡

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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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过弯曲的盘山道，绕过一道

道梯田，采访车停在山顶一块篮球

场大小的平地上。这是辽宁和河

北交界的绥中县加碑岩乡王家店

村老马上洼屯，春节前夕，新华社

记者走进这座中国传统村落，去感

受古村落里的“新乡愁”。

山坳里，一座座青瓦石墙的民

宅高低错落。红灯笼、红窗花、红

春联，喜气洋洋。远远传来一阵猪

叫声，沿着蜿蜒的小路，走进村民

马洪路家的小院，五六个村民正在

宰杀年猪，山坡上，蹲满了看热闹

的小孩。

“这头猪足有 320 斤！过个肥

年！”村民马洪路拎了一桶开水，倒

进一只水槽里，准备给猪褪毛。他

语中带笑，脸上的皱纹都笑开了。

石墙灰瓦木格窗，马洪路的老

宅已经有上百年历史。袖着手坐

在窗前晒太阳的86 岁村民马绍银

介绍说，先民从山东逃难到此，全

屯28户人家，都姓马，大都住在上

百年的石砌房屋里。

走进马洪路家，妻子张树华和

几个邻居盘腿坐在炕头，说说笑笑

包着黏豆包，圆圆的豆包摆了一炕。

包着黏豆包，张树华和记者讲

起她家的故事。马洪路腰腿不好，

她患有肾病，她家曾是村里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干不了重体力活，一

家人只能守着几亩“锅盖田”艰难度

日——地处山区，村里少有大块平

整土地，只能在沟沟坎坎里平整些

小块地耕种，村民称之为“锅盖地”。

前几年，为儿子上学，两口子

借了10多万元在山下建了新房，债

台高筑。

“白天把孩子送上学，我俩再

爬上山来种地，石头缝里能长出几

斤庄稼？那日子，别提多苦了。”张

树华回忆说。

2019年，王家店村入选第五批

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这个深山里古

色古香的小山村逐渐被外界熟知。

当地一家企业到村子里投资

搞起旅游，土地统一流转后打造成

玫瑰园、果园，村民们除了有土地

收入还能到园子里做工，马洪路两

口子的老宅被装饰一新打造成民

宿，进山来的“驴友”、摄影爱好者

络绎不绝。

在山沟沟里摸爬滚打了半辈

子的夫妻俩，没想到摇身一变在家

门口上起了班。

“以前可羡慕能出去打工的邻

居了，现在俺们两口子一年收入差

不多有3万元，比在外边打工强！”

张树华笑得合不拢嘴。

端起高粱秆做的圆托盘，张树

华把黏豆包端到厨房去蒸。厨房

里，热气蒸腾。

“今年这个年，挺开心，但也不

圆满。”往灶膛里添了一把火，张树

华嘟囔着：“儿子在天津打工，赶上

疫情，不能回来了。”

马洪路拎着一块猪肉进屋，听

了媳妇这话，撇撇嘴：“别不知足

啦，这日子一年比一年红火，还想

咋地？”

张树华说出自己盘算已久的

想法：“这两年村里游客越来越多，

不少年轻人都回来搞旅游了，我合

计着等疫情过去了，让咱儿子也回

来！”

马洪路听了一怔，被媳妇说中

了心事：“我也想这事儿呢，不知道

他能不能愿意？”

“有啥不愿意的？咱屯子传了

几百年了，家家户户姓马，年轻人

要都走了不回来，这屯子往后不就

没了吗？”两口子的对话被一脚跨

进门来的村小组长马绍昆听见了，

他接过了话茬。

“现在村里都脱贫了，下一步

就是琢磨怎么把咱这古村落建得

更漂亮，守家在地，一样赚钱，干啥

背井离乡去遭那个罪？”马绍昆说。

马洪路下定了决心：“行，回头

我给他打电话，让他回来！往年过

年，愁的是孩子回不回来，今年过

年，盼的是孩子们回来，就别再走

啦！”

夜幕四合，一束烟花升腾而

起，点亮夜色。这座沉寂数百年的

古村落，重又热闹起来。

辽宁绥中：古村落里的“新乡愁”
新华社记者 余之臻 孙仁斌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记者

高亢）记者9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

会获悉，1月，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

达238.8万辆和250.3万辆，环比分

别下降15.9%和11.6%，同比分别增

长34.6%和29.5%。

中汽协公布数据显示，1月，乘

用 车 产 销 量 分 别 达 191 万 辆 和

204.5万辆，环比分别下降18.1%和

13.9%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32.4% 和

26.8%。在乘用车主要品种中，与

上年同期相比，交叉型乘用车产销

有所下降，其他乘用车品种产销均

呈现增长，其中基本型乘用车（轿

车）和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

增速较为明显。

此外，1月，新能源汽车产销环

比有所下降，同比呈现稳步增长态

势，产销量分别达19.4万辆和17.9

万 辆 ，环 比 分 别 下 降 17.8% 和

27.8%，同比分别增长 2.9 倍和 2.4

倍。在新能源汽车主要品种中，与

上年同期相比，纯电动汽车和插电

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保持快速增

长势头，纯电动汽车增速尤为显

著。

1月份我国汽车产销量稳步增长

新华社西安2月9日电（记者

李华）9日上午，伴随着悠扬的汽笛

声，今年首列中欧班列“长安号”跨

境电商出口专列从西安港始发，一

路向西，开往德国诺伊斯，为欧洲

消费者带去来自中国的“新春礼

物”。

据西安国际港务区党工委书

记、管委会主任孙艺民介绍，这趟

专列满载着 41 个集装箱的饰品、

箱包、服装、手机周边产品等日用

百货，从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

驰骋近万公里，12天后可抵达德国

诺伊斯。

据组织本次专列货源的西安

百福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翔介绍，专列搭载的商品主要来

自义乌、深圳、上海、杭州等地。商

品抵达德国后，企业将通过海外仓

分拨到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等欧

洲多地。

张翔说，通过中欧班列“长安

号”运输，成本比空运节省了80%，

时效又比海运快了将近一倍。除

此之外，中欧班列“长安号”还为企

业提供了一个稳定的、不停运的运

输通道，这对跨境电商企业来说尤

为重要。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重塑了全

球物流和贸易结构，也改变了一些

外国人的购物习惯。去年跨境电

商异军突起，为全球消费者提供了

较为活跃的消费方式。

此次跨境电商出口专列的开

行，不仅为全国跨境电商企业提供

了重要集散通道，也标志着中欧班

列“长安号”跨境电商全国集结中

心建设步入快车道，成为打造中欧

班列（西安）集结中心的又一重要

举措。

中欧班列“长安号”新年
首列跨境电商专列启程

为欧洲消费者送上“新春礼物”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记者

孙少龙）记者 9 日从民政部获悉，

民政部日前启用新版“中国社会组

织政务服务平台”，进一步推进“互

联网+政务服务”。平台显示，截至

目前，各级民政部门共登记社会组

织超过 90 万个，其中全国性社会

组织2292个。

据介绍，该平台融合业务咨

询、组织查询、登记办事于一体，优

化了在线政务服务事项，集成了全

新的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社会组织政策法规库，方便公众办

事查询。同时，平台还与国家政务

服务平台进行了系统衔接、数据共

享，实现了政务服务一体化。

社会公众可通过访问 http://

www.chinanpo.gov.cn/使用平台。

通过该平台可查询社会组织基础

信息、行政许可信息、年检（年报）

信息、评估信息、表彰信息、行政处

罚信息、失信信息以及涉嫌非法社

会组织名单，并可进行在线投诉举

报。

我国登记社会组织超过90万个

新华社香港2月9日电（记者

朱宇轩）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举办的

“迎春接福·就在香港”新春推广活

动日前开锣，采取“线上+线下”双

模式，为市民送上新春祝福。

香港旅游发展局此前宣布，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取消原定于农

历新年正月初一举行的“新春国际

汇演”。由于疫情持续，旅发局采

取“线上+线下”模式，于 2 月 8 日

（农历腊月廿七）至26日（农历新年

正月十五）举行新春推广活动。活

动期间，旅发局举办网上“香港新

春集市”，以及推出线下消费优惠。

旅发局介绍，网上集市由旅发

局和香港餐饮业界合作推出，展出

70多个香港品牌推出的逾百款贺

年产品和美食，包括香港老字号和

潮流品牌推出的贺年美食、具有香

港特色的创意礼品和新春套餐

等。市民还可以参与网络小游戏，

有机会赢取网上集市的折扣优惠

和精美礼品。

线下活动方面，旅发局表示，

将继续与酒店、景点、餐饮、零售等

业界推广线下优惠，包括酒店新春

套票、商场礼遇、景点及不同商户

的新春限时折扣优惠等。同时，网

上集市的大部分产品也正在位于

中环的元创方创意中心展示。

为宣传香港的新春节庆文化，

旅发局推出一系列网络短片，如介

绍牛年家居摆设、如何用广东话拜

年等。此外，市民还可使用旅发局

网站自制牛年主题电子贺卡，为亲

友送上别出心裁的牛年祝福。

香港新春推广活动线上线下送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