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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之河奔腾不息，追梦旅程脚步匆匆。2024年的帆
影逐渐远去，2025年的阳光即将跃出地平线。岁月翻动着
日历，也激荡着人们辞旧迎新的心情。

大舸中流下，青山两岸移。过去这一年，中国这艘大船
劈波斩浪，一刻也没有停下前进的航程。在这壮阔历程中，
有“乘风破浪行稳致远”的举旗定向，有“船到中流浪更急”
的审时度势，有“小心驶得万年船”的深谋远虑，有“众人划
桨开大船”的齐心协力……

2024，依然有波诡云谲、风吹浪打；2025，世界仍不太平，
前路并非坦途。但我们始终坚信：一个站起来的民族能够战
胜任何艰难险阻，伟大复兴的梦想必将迎来更加绚烂的前景。

叹寥廓，问苍茫。过去这一年，寰宇之内留下属于中国
人的奋斗足迹，神州大地镌刻下多少激动人心的记忆。太
空中，神舟十八号、十九号航天员持续刷新“巡天”纪录，嫦
娥六号实现人类历史上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极地上，中
国南极秦岭站开站，填补了中国在南极罗斯海区域的考察
空白；西部边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绵延3000多公里的
绿色长城全面锁边“合龙”；东南沿海，全长24公里，集“桥、
岛、隧、水下互通”于一体的深中通道建成开通……

一个个人间奇迹，标注日新月异的发展历程，见证亿万
人民的奋斗伟力，昭示着更加美好的未来。

发展无止境，改革不停步。这一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召开，新时代中国合力奏响改革进行曲。改革，是时代的
强音，是人民的心声。我们正视前行路上的风险挑战，也不
讳言发展中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们曾经依靠改革蹚出一
条条新路子，今后更要靠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辟发展新
境界。改革进入深水区，顽瘴痼疾不少，新老问题交织，唯
有“越是艰险越向前”，才能“关关难过关关过”。

改革向前，民生向暖。过去的一年，改革纾解了不少民
生难题，但群众日常仍有诸多操心事、烦心事，期待新一年
的改革推进能够更加“贴心”“暖心”，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
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过去的一年里，
《黑神话·悟空》火爆全球，古老的东方神话重焕光彩。在万
众瞩目的巴黎奥运赛场，体育健儿书写下新的青春传奇。
从古至今，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中国人从来不缺“勇敢的
心”。“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映照出中华文明与时偕行、历
久弥新。“China travel”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国际友人着迷
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人更有足够的底气和信心，
传承创新，开辟未来。

行百里者半九十。新的一年，新的目标任务在招手。
要让梦想照进现实，必须经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持续奋
斗。一年之计在于春，新年伊始更要开好头、起好步，展现
出新作为、新气象。千千万万普通人最伟大，心怀热爱，身
有行动，就能发一份光一份热，去照亮更多的人、更大的世
界。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
付出都弥足珍贵，每一束光芒都熠熠生辉。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过去的2024年收获满满、精彩
纷呈，即将到来的 2025 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

“中国号”巨轮又将开始新的进发。新征程召唤着每一个追
梦人、奋斗者，每一颗滚烫的心、亿万双勤劳的手，汇聚在一
起就是推进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磅礴之力。

新的一年，携手同心向前跑，不惰寸功加油干，我们一
定能够创造新的更大奇迹，让梦想升腾得更高更耀眼。

（据新华社）

致2025：

梦想升腾，此心滚烫
●新华社记者 涂洪长

 












































































2025年假期总天数增加2天，渐
进式、以较小幅度逐步推进延迟退休
开始施行，职工养老保险增加病残津
贴……哪条你最关注？一起来看！

“
”

春运第一天火车票，开售！一部温暖、有活力的“春运史诗”即将
开启。

2024年12月31日早8点起，全国各大车站和铁路12306开始
同步发售2025年1月14日火车票。第一张车票在8点整售出，是
K599次北京丰台到湖南郴州的火车票。

此前，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和务工人员预约购票服务先
后上线，符合条件的旅客可通过专区预约购买2025年春运期间往返
车票；推出“系统自动提交购票订单”功能等，这些“售票之变”将温暖
亿万旅客出行。

春运火车票发售首日，铁路12306监控大屏上，已售车票数字不
断刷新。截至9点30分，铁路12306共售出春运火车票19.50万张，
占当日售票总数的9.46%。其中，乌鲁木齐—兰州、深圳—重庆、北
京—西安三个区段春运火车票最火热，售票分别达到1420张、1355
张和1210张。

今年春运有何特点？
2025年铁路春运整体客流稳定增长，节前学生流、务工流、探亲

流叠加，客流比较集中，节后客流相对平缓。
对此，铁路部门正持续深化铁路运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分析春

运客流特点和走势，加大客运能力投放，优化售票组织，让人民群众
春运期间平安有序温馨出行。

2025年铁路春运自2025年1月14日开始，至2月22日结束，为期
40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1亿人次，节前客流高峰日预计为1月
25日（腊月廿六），节后客流高峰日预计为2月4日（正月初七）。

春运期间，铁路部门有哪些举措？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最现代化的铁路网和最发达的高铁网。春运

期间加大客运能力投放，将充分利用这两张“网”，特别是用好2024
年新开通的线路、车站和新配置的动车组装备，提升路网通达性和覆
盖面，在一季度列车运行图基础上编制春运列车运行图，进一步扩充
旅客运输能力。预计节前每日最高可安排旅客列车14100列左右，
节后每日最高可安排旅客列车14200列左右，客座能力同比增长
3.9%、4.3%。

其中，客流高峰时段在广州、深圳、上海、南京、杭州至成都、重
庆、武汉、南昌，北京至沈阳、太原等城市间增开夜间高铁。

让群众春节期间好买票、走得好，优化服务举措是关键。运用铁
路12306购票大数据，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能，实现运输
能力与出行需求的科学匹配；保持普速旅客列车开行规模，开好公益
性“慢火车”和“乡村振兴”旅客列车……服务旅客多样化的出行，既
要精准施策更需多用心。

2025年1月14日，春运正式启动。数十亿人次行走春运路，必
是一个生机勃勃、拥有旺盛活力的中国最大规模、最温暖的出行！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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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春运火车票，开售

●新华社记者 樊曦

元旦到，一批新规护航新生活！
●新华社记者 齐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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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02亿元，2024年我国电影市场向“新”而行
●新华社记者 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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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被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慢性病患者健康服务内容；进一步推进医疗机构检查检验
结果互认，改善患者就医体验；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新增
91种药品，其中包含13种罕见病用药……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重要指标。回看2024年，百姓身边
的健康利好不断涌现，群众健康获得感持续提升。

托育机构有“国标”
2024年4月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托育机构质

量评估标准》正式实施。
标准明确，托育机构应取得提供托育服务的营业执照，

营业范围中应明确注明“托育服务”或“3岁以下婴幼儿照
护服务”。应设有满足婴幼儿生活游戏的生活用房及适当
的辅助用房。婴幼儿生活用房应布置在3层及以下，不应
布置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婴幼儿用房明亮，天然采光，生
活用房窗洞开口面积不应小于该房间面积的20%。生活
用房不宜朝西，当不可避免时，应采取遮阳措施。

学校采光照明抽检更好预防“小眼镜”
2024年 6月，国家疾控局等3部门发布《关于开展

2024年托育机构、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学校采光照明
“双随机”抽检工作的通知》，提出对全国托育机构、幼儿园
及学校的直接天然采光、窗地面积比、照度等情况进行抽
检，保障儿童青少年在教室等室内环境下的“光环境健康”。

启动“体重管理年”活动
2024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为期

三年的“体重管理年”活动，力争通过三年左右时间，实现体
重管理支持性环境广泛建立，全民体重管理意识和技能显著
提升，健康生活方式更加普及，全民参与、人人受益的体重管
理良好局面逐渐形成，部分人群体重异常状况得以改善。

首个基本医保参保长效机制公布
2024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提出对居民医保连续参保人
员、基金零报销人员，分别提高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推
动外地户籍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在常住地参保工作；职工
医保个人账户共济范围扩展到近亲属，推动共济地域逐步
扩大。

慢阻肺病纳入基本公卫服务项目
2024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公布，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被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慢性病患者健
康服务内容。各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将逐步为辖区内的已
确诊慢阻肺病患者建立“健康档案”，并免费提供追踪查访、
常规检查等健康服务。

这意味着，与儿童预防接种、农村妇女“两癌”检查等项
目一样，慢阻肺病患者健康服务也有政府兜底保障了。

“足不出县”看中医
2024年9月，国家中医药局等5部门发布《关于加快推

进县级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从完善县级中医医院
设置、提升医院服务能力、强化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系
列任务，为实现“大病不出省，一般病在市县解决，日常疾病
在基层解决”提供中医药保障，让“足不出县”看上好中医更
快变为现实。

中国生育支持政策再发力
2024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

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从强
化生育服务支持，加强育幼服务体系建设，强化教育、住房、
就业等支持措施，营造生育友好社会氛围等4方面提出13
条具体举措，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营造全社会尊重生
育、支持生育的良好氛围。

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提速”
2024年11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7部门发布《关于进

一步推进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指导意见》，要求以

保障质量安全为底线、以接诊医师判断为标准，推进检查检
验结果互认工作，改善患者就医体验。

根据指导意见，到2025年底，各紧密型医联体（含城市
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实现医联体内医疗机构间全部项
目互认，各地市域内医疗机构间互认项目超过200项。

到2027年底，各省域内医疗机构间互认项目超过300
项；京津冀、长三角、成渝等区域内医疗机构互认项目数超
过200项。

到2030年，全国互认工作机制进一步健全完善，检查
检验同质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结果互通共享体系基本建立，
基本实现常见检查检验结果跨区域、跨医疗机构共享互认。

新增13种罕见病用药进医保
2024年11月，国家医保局等部门发布的新版国家医

保药品目录新增91种药品，其中包含用于治疗肥厚型心肌
病的玛伐凯泰胶囊等13种罕见病用药。

脊髓性肌萎缩症（SMA）、戈谢病、重症肌无力等罕见
病治疗用药相继被纳入目录……自2018年国家医保局成
立以来，已经连续7年开展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目前，已有
90余种罕见病用药被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罕见病药品
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鼓励将符合条件的医养结合机构纳入紧密型医联体统
一管理

2024年1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5部门发布《关于促
进医养结合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各级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要将养老机构医疗卫生服务纳入质量安全管理
体系，鼓励将符合条件的医养结合机构纳入紧密型医联体
统一管理。

指导意见从质量管理、服务质效、队伍建设、服务安全
4个方面作出部署，要不断增强老年人健康养老获得感。

（据新华社）

2024，回看这份与你我相关的“健康大礼包”
●新华社记者 李恒 董瑞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