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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反向春运”热潮

新华社哈尔滨1月20日电（记者杨
思琪、王君宝）大寒，冬之落幕，春之序

曲。1月20日，距离哈尔滨第九届亚冬

会开幕倒计时18天，火种采集仪式在哈

尔滨太阳岛风景区举行。

松花江穿城而过，太阳岛风景区居

于城市中心，是典型的江漫滩湿地。广

场上，古朴端正的太阳石巍然矗立，两侧

的连山形冰雕连绵起伏，象征着“冰天雪

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美好寓意。

11时整，亚冬会火种采集仪式正式

开始。“因为热爱，所以奔赴……哈尔滨

冰雪暖世界……”90名儿童组成情景合

唱团，唱响《冰雪暖世界》。歌声轻盈而

温暖，演绎着“冰城”的热情与欢腾，传递

着奥林匹克精神所倡导的相互了解、友

谊、团结和公平竞争。

11时14分许，火炬点燃，火光跃动。

本届亚冬会火炬主题为“澎湃”，高约735

毫米。整体造型似绽放的丁香花，采用中

国红、丁香紫、冰雪白等色彩，兼具中国古

典与现代艺术相结合的美感。

本届亚冬会火炬传递火种采集仪式

总导演王征介绍，整场仪式讲求人与自

然的和谐共生，舞美设计以尊重自然为

宗旨，将冰天雪地的自然景色与浓郁的

人文风情融为一体。

王征表示，尽管室外气温低至零下

十几摄氏度，但所有工作人员不畏严寒，

展现出昂扬的精神状态。这种坚毅、乐

观与奉献，正是“尔滨”人独特的气质。

合唱团的孩子大多是小学三年级到五年

级的学生，他们在亚冬会的浓郁氛围中

度过特殊的寒假。

九名采火使者来自黑龙江省多所高

校，经过一个多月的礼仪培训和形体训

练。为了在这一刻的惊艳，他们付出了

无数的努力和汗水。

冰雪同梦，亚洲同心。第九届亚冬

会将于2月7日在哈尔滨启幕。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记者何磊
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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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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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火交响共迎盛会——哈尔滨亚冬会火种成功采集

1月14日，列车工作人员在装饰车厢。新华社发（王旺旺摄）

1月20日，采火使者正在展示圣火。新华社记者张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