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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返程遇寒潮 复杂天气如何应对？
目前已进入春运返程高峰，不少公众

陆续结束休假踏上返工路途。据中央气象
台预报，17 日至 22 日寒潮天气将影响我
国，多地气温将“坐过山车”，大范围雨雪
也将再次上线。

农历年前，暴雪、冻雨成为不少公众
归途中的“拦路虎”。这轮寒潮会“重蹈覆
辙”吗？春运返程需做好哪些防范？

从气温看， 本轮寒潮主体影响前，中
东部大部地区气温显著回升 ，19 日前后
江南大部、华南及贵州、云南等地日最高
气温有 25℃至 28℃，江西、福建等地部分
地区甚至可达 30℃左右， 可能接近或突
破历史旬极值。

但受寒潮影响， 我国大部地区气温将
自西向东、自北向南普遍下降 8℃至 12℃，
部分地区降温 12℃至 18℃， 新疆东北部、
内蒙古、东北地区及湖北、湖南等地部分地
区累计降温幅度可达 20℃以上。23 日前
后，最低气温 0℃线将南压到苏皖南部、江
西北部至湖南南部、 贵州南部一带。24 日
起，中东部地区气温将自北向南陆续回升。

“大范围寒潮降温主要有两方面原
因，一是前期气温异常偏高，二是这次冷
空气强度较强，二者叠加产生剧烈降温。”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说，目前判
断这次寒潮低温持续时间不会很长。

专家表示，短时间内气温剧烈变化容

易诱发感冒等呼吸道疾病。“未来一周是
返程出行高峰时段，建议易感人群注意防
寒保暖，在人群密集处尽量佩戴口罩。”中
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
李筱竹说。

降水方面，预计 18 日至 22 日，内蒙
古中东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华北
大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和西部
及贵州等地将先后出现雨转雨夹雪或雪，
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
雪， 局地大暴雪；20 日至 22 日， 河南、湖
北、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还将有冻雨。

张芳华表示，这次冻雨天气和年前（2
月上旬雨雪冰冻天气过程） 相比范围稍
小，强度偏弱，持续时间也短些。

李筱竹介绍，大范围雨雪天气过程将
对春运返程造成不利影响。18 日黑龙江、
吉林、 辽宁等地高速部分路段路面结冰、
积雪风险较高；19 日至 22 日，河北、山西、
陕西、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北、
湖南、贵州等地高速部分路段受降雪或雨
夹雪、冻雨影响，结冰风险较高。

专家建议公众密切关注当地气象和
交通运输部门发布的最新信息，提前做好
行程安排，防范道路湿滑、结冰及低能见
度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同时做好
防寒保暖措施。
（新华社北京 2月 17日电 记者 黄 垚）

龙年天宇寻“龙”

新华社天津 2 月 17 日电（记者 周
润健）2024 年是农历甲辰龙年。 其实，星
空中也藏着两条“龙”，一条是“天龙”，也
就是天龙座；一条是“青龙”，也就是青龙
七宿。 天文科普专家表示，感兴趣的公众
可在适当的时间抬头寻找这两条 “龙”的
身影，感受星空的魅力。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文科普专家修
立鹏介绍， 天龙座是一个面积较大的星
座，全天排名第八，虽然没有什么亮星，但
是“龙形”还是很容易辨认出来的，头部朝
南，尾部朝北。

天龙座里最亮的星叫天棓四， 它和附
近的天棓三、天棓一、天棓二组成了一个不
规则的四边形，这就是天龙高昂的“头”。 龙
头四星的亮度分别是 2 等、3 等、4 等、5 等，
非常适合当作练习辨认星等的参照。

天龙接近尾部的位置有一颗不起眼
的天龙座 α 星，也叫右枢，这是一颗 4 等
星，它虽然不耀眼，却是数千年前众星环
绕的“北极星”。

如何寻找天龙座？ 修立鹏说，在我国
北方，一年到头都可以看到天龙座，其中，

每年立春前后是绝佳时机， 每天 20 点至
22 点，它会悬挂在北方的天空，位于大熊
座和小熊座之间。

“雨水洗春容，平田已见龙”，古人观
测发现，立春过后，青龙七宿中的龙角星
（即角宿一和角宿二） 就已出现在地平线
附近，成为春到人间的标志。

周秦以来，古人把穹庐般的星空分为
二十八星宿， 根据星宿排列的不同形状，
以七星宿为一组， 并以四种动物命名，即
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 东青龙
包含了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生动
地勾勒出“一条龙”的形象。

“这条青龙每年冬季会蜷缩在东方地
平线以下。 古人观察发现，农历二月二，天
黑下来时，龙角星就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
来，犹如‘龙抬头’，接着，‘龙身’也会缓缓
升起，这样，一条巨龙就在春天从东方腾
空而起。 不过，由于岁差的缘故，今人在二
月二看见‘龙抬头’的时候，得到 21 时左
右了。 要想和古人一样在天刚黑后就看见
‘龙抬头’，需要等到清明期间才行。 ”修立
鹏说。

龙代表着吉祥如意、和谐长久，代表
着风调雨顺、人寿年丰，代表着团结一致、
生生不息。 天气晴好之时，不妨约上三五
好友去星野寻“龙”，接祥瑞、贺新春吧！

19日 12时 13分雨水：
东风散为雨， 雨润杏花开

新华社天津 2 月 17 日电（记者 周
润健）“雨水洗春容，平田已见龙”，北京时
间 2 月 19 日 12 时 13 分将迎来雨水节
气，“东风解冻，散而为雨”。

在北方，“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
近却无”，春雨让小草悄然探出头来，近处
难见， 远观则是淡绿色的一片片浅雾；在
南方，“向春入二月，花色影重重”，春雨催
放了漫山遍野的花朵，一簇簇，一丛丛。

民俗学者、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
来华介绍，当太阳到达黄经 330 度，春天
的第二个节气雨水到来，这也是二十四节
气中第一个反映降水现象的节气。

到了雨水节气，太阳的直射点由南半
球逐渐向赤道靠近，北半球接收的日光每
天都在增加，所以气温逐渐回升。来自海
洋的暖湿空气开始活跃， 逐渐向北进发，
与北方的冷空气相遇，在内地形成降雨。

这时的降雨多为细密如针的小雨或
毛毛细雨，飘飘洒洒，散落在河流湖泊，留
下点点微波。在水汽氤氲中，山河朗润起
来，天地也更加明净。这种如丝如缕、如烟
似雾的春雨， 历代文人雅士笔下多有描
绘。杜甫说，“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秦观说，“一夕轻雷落万丝，霁光浮瓦碧参
差”。千百年后，朱自清说，“看，像牛毛，像

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
全笼着一层薄烟。”

阴雨频频的早春，虽有少许清寒，可南
方的杏花已经陆续绽开。 唐代诗人罗隐感
叹，“暖气潜催次第春，梅花已谢杏花新”。

王来华表示，“风有约，花不误，年年岁
岁不相负”， 雨水节气的花信风依次是菜
花、杏花和李花。在民间传说农历十二个月
令的代表花中，杏花是二月的当令花。

“沾衣欲湿杏花雨 ， 吹面不寒杨柳
风”， 初春斜飞的细雨中， 一树树杏花带
雨，更显娇柔。远望去，红的像火，粉的像
霞，白的像雪。宋代诗人杨万里在诗中写
道：“道白非真白，言红不若红。请君红白
外，别眼看天工。”

自古以来，无数文人墨客争相吟诵独
占风流的杏花。宋代诗人陆游的《临安春
雨初霁》一诗写得尤其美好：“小楼一夜听
春雨， 深巷明朝卖杏花。” 这叫卖杏花之
声，预示着春回大地，可谓是“午梦醒来，
小窗人静，春在卖花声里”。

花开花落，雨润风轻。在这个早春时
节，不妨约上三五好友，出门走一走，吹吹
风，赏赏花。观杏花开时的多姿多彩，感杏
花落时的缤纷绚丽，体味“杨柳依依江水
生，杏花如雪落无声”的诗情画意。

“中国红”邂逅“冰雪白”
———“十四冬”上年味浓

当一天的激烈赛事结束， 秧歌队
员们身着喜庆艳丽的服装， 伴着欢快
的锣鼓声， 载歌载舞穿行在第十四届
全国冬季运动会凉城赛区，向运动员、
教练员和工作人员拜年。 现场的人们
纷纷举起手机， 记录眼前这热闹的景
象。

“十四冬” 恰逢春节假期， 赛事
如火如荼进行， 各种冬运元素与浓厚
年味共同扮靓各赛区， “中国红” 与
“冰雪白” 撞了个满怀。

运动员： 在新春祝福中
奋力拼搏

参加冬季两项比赛的辽宁队选手
唐佳琳一来到驻地， 就收到了东道主
热情的新春祝福。 “在春节期间， 工
作人员和我们一样没有回家过年， 全
力为我们提供服务保障， 让我感受到
了凉城人的热情 ， 像在家里一样温
暖！” 唐佳琳说 ， 她将在赛场上尽力
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不负期待。

“不少运动员和教练员大年三十
便抵达赛区， 县里特意为他们组织了
专场晚会， 还准备了年夜饭， 让大家
在赛区也能感受到浓厚的年味 。” 凉
城县文旅局局长张霄飞说。

14 日 ， “十四冬 ” 冰壶 （公开
组） 比赛正式开赛， 备受关注的东道
主内蒙古队取得 “开门红 ”， 他们以
10:5 战胜重庆队。

“春节期间 ， 队里年味很足 。 在
紧张的备战之余， 我们在一起包了饺
子， 还放了烟花。” 内蒙古队男队员郝
兆卉在当日赛后说， “我们会一场一场

地拼搏， 在家门口打出最好的成绩。”
带着家人、 朋友的新年期待， 运

动员们在赛场上奋力拼搏。 在很多运
动员看来， 良好的成绩就是给自己和
所有支持者的最佳新年礼物。

“我想要得个奖牌 ， 拿回去给爷
爷奶奶看。” 单板滑雪 U 型场地技巧
运动员周苡竹对记者说。

这名 12 岁的滑雪 “超新星”， 往
年的春节常常是在国外训练。 今年她
正好借参加“十四冬”的机会 ，回国过
了春节，心里很满足：“这几天，我可以
陪着爸爸妈妈和妹妹一起滑雪， 大家
一起团聚。 我希望能在比赛中站上领
奖台，以此感谢所有支持我的人。”

工作人员： 站好每班有
“年味” 的岗

在呼伦贝尔市内蒙古冰上运动训
练中心冰球冰壶馆的信息展示板上 ，
画有一条腾飞的龙， 它映衬在后， 与
手持球杆、 目光如炬的冰球运动员画
像相得益彰。

“我想给展示板增添一些色彩 ，
就把龙元素和冰壶 、 冰球项目融合 ，
让场馆多点年味， 也让大家伙快乐工
作。” 作者杨雨霏是冰球冰壶馆的宣
传工作部志愿者， 赛事期间， 他和志
愿者伙伴们分别承担了场地器材维
护 、 医疗卫生 、 市场开发等 11 项工
作。 而作为呼伦贝尔学院美术专业的
大四学生， 他还抓住机会在这里发挥
了专长。

为了给赛区营造过年的氛围， 凉
城县组织了 13 支秧歌队 ， 在城区的

街道和赛区驻地轮番巡演， 并且将一
直持续到正月十五 。 张霄飞告诉记
者： “我们把秧歌演出定在每天下午
没有比赛的时段， 不打扰运动员们恢
复和休息。”

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
自己也收获了难忘的经历。

今年 18 岁的山东姑娘李钰滢 ，
是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一新
生 ， 今年的春节是她第一次离家过
年。 “我们年夜饭的饺子是猪肉酸菜
馅的， 过去在老家没吃过， 今年感觉
这 个 馅 的 饺 子 真 香 。 ” 李 钰 滢 说 ，
“我还吃到了一个包着红枣的饺子 ，
那个饺子是旁边姐姐分享给我的， 她
说这叫 ‘有福同享’。”

尽管没能回家过年， 但李钰滢并
不觉得遗憾。 “能在大学期间参与重
大赛事的志愿服务让我感到很自豪。”
李钰滢说， “大伙把志愿者叫作 ‘小
雪团’， 作为一个新 ‘内蒙古人’， 我
和 ‘小雪团’ 们在海拉尔欢迎大家来
看精彩的 ‘十四冬’。”

市民、 观众： 冰天雪地
中感受火热春节氛围

入夜时分， 扎兰屯市地标景点吊
桥公园里的花灯亮起。 各色灯光映衬
下， 表现 “十四冬” 会徽和扎兰屯赛
区 7 项赛事的一排冰雕吸引了不少人
围观。

扎兰屯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
张淇说： “我们推出了以喜迎 ‘十四
冬’、 ‘冬韵扎兰·新年灯会’ 为主题
的春节文化季系列活动， 包括各式各

样的花灯、 冰灯展示， 结合冬运会元
素， 将春节氛围感拉满。”

除了琳琅满目的花灯外， 展台上
展示的 “十四冬” 非遗剪纸作品也引
起记者注意。 79 岁的手工艺人庞全和
用喜庆的红色彩纸， 创作出一幅幅栩
栩如生的滑雪运动员和 “十四冬” 吉
祥物的形象。 “这些作品不但引来市
民和游客的关注， 而且销量也不错！”
庞全和笑道。

在海拉尔区的呼伦贝尔古城 “十
四冬 ” 特许零售文创店里 ， 吉祥物
“安达 ” “赛努 ” 及带有 “十四冬 ”
元素的盲盒、 手办等文创产品受到人
们欢迎， 小屋内挤满了人。 从小屋内
走出 ， 古城街道上大红灯笼随处可
见， 手握冰糖葫芦的人们和亲朋好友
拍照打卡， 一派热闹景象。

“我从赤峰市过来看比赛 ， 大年
初四就到了 。 刚才买了几个纪念品 ，
感觉这里的春节气氛很浓 。” 游客张
章说。

“‘龙年大吉 ’ 徽章尤其畅销 。 ”
在冰球冰壶馆的 “十四冬” 官方特许
商品零售专区 ， 销售员陈佳佳介绍 ，
徽章将 “十四冬” 会徽和龙的图案相
结合 ， 搭配红色的 “龙年大吉 ” 字
样， 体现出浓浓的年味。 “两个元素
集中在一枚小小的徽章上， 可以让大
家在赛后依旧能回忆起这场在龙年春
节举办的冰雪运动盛宴。”

（新华社呼和浩特 2 月 17 日电
记者 张武岳 贺书琛 朱文哲

恩 浩 王 靖 刘艺淳 戴锦镕
王君宝 李春宇 魏婧宇）

异地研学 流动托管 特色作业
———2024年寒假生活观察

2024 年寒假， 记者在多地走访发
现 ， 跨地域研学火热 ， 孩子们见世
面、 长见识、 交朋友； 托管服务跨学
科、 打破校界、 还跨省流动； 作业花
样多， 办年货、 贴春联、 剪窗花里包
含语、 数、 英， 都离不开龙文化。

跨地域研学： 你是小使
者 我是探索家

北方的冰雪， 南方的暖阳， 地域
自然和文化差异吸引了南北孩子 “大
串门”。 在沈阳市浑南区棋盘山冰雪
大世界 ， 来自广州的 80 名中小学生
组成的研学团好好地过了一把 “冰雪
瘾 ”。 “从来没见过真雪 ， 这次在太
阳下滑雪， 圆了我的冰雪梦 ！” 一个
广州孩子激动地说。

南方 “宝宝 ” 们玩冰雪 、 逛大
集、 吃美食、 住民宿， 打卡各类博物
馆、 城市书房等。 “以前只知道沈阳
是座老工业城市， 来了才知道更是一
座文化古城。” 广州研学团杨同学说。

“礼尚往来 ”。 沈阳 30 余名中小
学生在寒假启动了 “万里行之川蜀
行”， 先后到四川成都 、 乐山 、 眉山
等地研学， 并一路 “喊话” 外地游客
来沈阳旅游。

游武侯祠 、 杜甫草堂 ， 入九寨
沟， 观乐山大佛……研学团学生们以
自然和历史为师， 感受祖国山河的秀
美， 惊叹当地厚重的文化积淀。 “小
沈阳们” 走到哪里， 就宣传到哪里 ：
沈水之阳古盛京 ， 沈阳的热情嘎嘎
行。 沈阳的鸡架嘎嘎香， 沈阳的洗浴

嘎嘎净。 一路向北， 沈阳最美！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黄埔实验学校

二 5 班的章芷乔和小伙伴们， 来到广
东省大湾区华南理工大学聚集诱导发
光高等研究院， 展开一次 “追光” 之
旅。 孩子们通过研学探索聚集诱导发
光的奥秘， 感受前沿科技为公共安全
带来的保障。

快乐托管： 让孩子们假
期有 “趣” 处

“前方障碍物发现敌情！” “快隐
蔽！” ……冬日的沈阳寒风袭人 ， 在
沈阳市浑南区第九小学操场上， 30 名
小学生分成两组， 身着 CS 装备， 正
在激烈 “战斗”。 在一系列奔跑 、 跳
跃、 匍匐中， 孩子们既能强身健体 ，
也增强了团队协作能力。

这是浑南九小寒假托管的一个场
景。 平日的学校 “变身” 一个巨型运
动场， 滑雪机、 柔道馆、 攀岩、 巨型
滑梯……处处可见孩子们奔跑跳跃的
笑脸 。 校长侯明飞介绍 ， 为期 24 天
的寒假托管中 ， 学校开设了 30 余门
运动、 艺术、 脑动力等课程， 全面助
力学生综合素质提升， 寒假托管吸引
了近 1200 名学生报名 ， 其中部分学
生来自北京 、 上海 、 广东 、 山东等
地。

推动 “双减” 政策落实， 有效解
决学生寒假期间 “看护难” 问题， 寒
假托管服务正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 。
1 月 29 日 ， 武汉市 164 个 “寒假学
堂” 少年儿童托管班正式开班， 除基

本看护服务外， 还设置书法 、 绘画 、
篮球等丰富多彩的素质类课程。

据共青团武汉市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 ， 今年 “寒假学堂 ” 联合清华大
学、 武汉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
青年志愿服务团队 ， 并与公安 、 消
防、 卫健委等部门进行资源链接， 课
程、 活动更加丰富多彩， 让孩子们假
期有 “趣” 处。

一些地方正不断创新托管模式 。
辽宁营口市育才初级中学学生陶佳欣
跨校选择营口市第九中学开设的网球
托管课。 总是第一个到达网球场的她
说： “我特别喜欢看网球比赛， 也一
直渴望学习打网球， 这个假期圆了我
的网球梦。”

营口市教育局局长童威说， 今年
寒假托管服务打破学科壁垒、 学校壁
垒， 根据各校特色分时段开设形式多
样、 内容丰富的托管课程， 提供流动
托管服务 。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
好， 自由报名参加全市所有开设流动
托管服务学校的特色课程。

特色作业： 品传统文化之美
春节前， 湖北省武昌水果湖第二

小学三年级的同学， 忙着按照自己制
定的年货清单采购年货。 这是学校布
置的一项特色寒假作业。 校长刘小杰
介绍说， 作业还有利用废弃物品制作
一个 “龙” 形装饰品 ， 比如龙灯笼 、
龙剪纸， 来装饰家居。 “让孩子们通
过这些活动， 了解与春节、 龙年相关
的习俗和知识， 增加对传统文化的了

解。”
记者在广州市番禺区市桥沙墟二

小学的寒假作业单里看到 ， 学校以
《品年的味道》 为主题设计了一系列
活动任务， 设有必做项和选做项， 其
中必做项有三项， 分别是每天阅读 、
体育锻炼和家务劳动 ； 对于选做项 ，
同学们可以自由选择完成。

其中， 二年级的劳动作业贴春联
是必做项， 而选做的数学作业里， 要
求把数学知识与春节结合起来， 制作
春节绘本故事， 比如买年货、 挂灯笼
等都含有数学问题。

其他选做作业也与春节传统文化
相关。 比如绘制新年祈福树； 制作新
年贺卡， 写上与春节有关的古诗； 制
作新年风车， 思考风车转动原理； 鼓
励同学们天天跳绳 ， 做一条 “运动
龙”。

沈阳市童晖教育集团党总支书记
张艳丽说， 学校的寒假特色作业 “龙
年乐”， 采取贴近学生生活的 “项目
式 ” 作业模式 ， 有 “龙文化探究 ”
“龙头衍纸、 绘画、 剪纸”， 还有展示
个人才艺的 “唱响龙年” 等。

沈阳市童晖教育集团北校区五年
六班梁欣然同学说： “我根据自己的
爱好和能力， 在特色作业中选择一到
两项完成。 我运用在学校学习的查找
资料方法， 感受龙文化的博大精深 ，
有趣的作业还吸引了爸爸妈妈参与 ，
一家人乐呵呵的， 很有过年气氛。”

（新华社北京 2 月 17 日电
记者 郑天虹 王 莹 廖 君）

春运迎来返程
客流高峰
这是 2 月 17 日

拍摄的杭州东站候车
大厅。

当日是正月初
八， 春节假期的最后
一天， 也是整个假期
出行返程的高峰。 南
来北往， 东行西进，
人们收拾好行李， 离
开家乡， 踏上返岗的
路途。

新华社记者
江 汉 摄

逛古城 赏花灯
2 月 16 日，游人在山西太原古县城欣赏花灯。
春节期间，在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太原古县城举办的“锦绣太原中国年·凤舞龙城花灯

会”上，各类花灯流光溢彩、璀璨夺目，吸引众多游人前来观赏。 新华社记者 詹 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