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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在 北 京 海 淀 区 送 单 的 外 卖 小 哥 孙 溪

灏 ，在 休 息 之 余 ，从 手 机 上 看 到 了 12306 预

约 购 票 功 能 上 线 的 消 息 。 他 告 诉 记 者 ：“ 以

前得定闹钟抢票，还担心抢不到。这回我直

接预约了一张明年 1 月 20 日回江西新干的

K1453 次 车 票 ，开 车 前 16 天 会 有 短 信 通

知。如果预约没成功，按照正常预售期买票

也不迟。”

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居民蔡淮

墨的母亲在浙江省金华市务工，15 日蔡淮墨

就 帮 母 亲 预 约 了 2025 年 1 月 6 日 回 重 庆 的

票。“母亲使用智能手机不熟练，提前帮她预

约，多一份安心。”蔡淮墨说。

据铁路 12306 科创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2024 年 12 月 15 日至 2025 年 2 月 7 日，已通过

实名制核验的务工人员可在铁路 12306 手机

客户端“务工人员春运预约购票服务”专区，预

约购买 2024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5 年 2 月 23

日 的 火 车 票 。 为 保 障 预 约 服 务 平 稳 运 行 ，

12306 团队在该服务推出前提早进行准备，优

化资源配置，做好应急处置准备，保障用户体

验流畅。

记 者 在 一 些 地 方 火 车 站 的 售 票 窗 口 看

到，务工人员在车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预订

车票。

“ 每 个 订 单 可 添 加 1 个 乘 车 日 期 的 5 个

‘车次＋席别’的组合，同一账户最多可同时提

交 3 个订单。”在厦门火车站，售票员罗芳手把

手教在厦门鞋厂打工的重庆人黄正林在手机

上预约购票。

成功提交了多个从厦门到重庆北的车票

预约组合后，罗芳叮嘱他：“您选择的票，17 号

系统就会发短信通知您是否预约成功。如果

成功了，记得 17 号 23 点前完成支付，支付成

功才算真正买到票。”

“务工人员群体涉及范围比较广，铁路部

门主要通过 12306 大数据，安排务工人员群

体集中出行的部分车次、席别提供预约服务，

无需提供证明材料，已通过实名制核验的务

工人员如有需求，均可使用预约购票服务，实

际上是增加了一种购票选择。”铁路 12306 科

创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随着高校寒假临近，许多大学生也开始

规划返乡行程，通过 12306 手机客户端预约

车票。

针对学生群体，铁路 12306 手机客户端推

出了“学生预约购票专项服务”专区。2024 年

12 月 12 日至 2025 年 2 月 12 日，符合条件的

学生旅客可在专区预约购买 2024 年 12 月 28

日至 2025 年 2 月 28 日的火车票。

“终于不用再像之前一样卡点拼手速，也

减少了在第三方购票平台尝试开会员急速抢

票、好友助力等方式的困扰。”中央财经大学

大四学生杨璞玉说，她提交了 3 个回河南漯

河的待兑现预约订单，回家的旅程又多了一

份保障。

在江苏南京，河海大学大一学生朱晏吾

16 日一早便预约了 2025 年 1 月 17 日回连云

港的高铁票。“以前节假日要定时抢票，现在可

以预约，体验好多了。”朱晏吾说。

在感受预约便利性的同时，一些务工人员

和学生也提出了更多期盼：

“现在务工人员只能预约部分车次，希望

以后能有更多车次可供选择。”

“希望进一步优化系统，提升预约成功率，

为旅客精准匹配车票资源。”

春运期间特别是高峰时段，在铁路客流高

度集中、极不均衡、单向流动等特点的影响下，

部分时段、部分车次火车票供需矛盾突出的问

题仍然存在。

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部相

关负责人介绍，铁路部门将及时分析预约配票

的情况，为合理配置运力提供参考，更好满足

旅客出行需求。今年除推出学生和务工人员

预约购票这一服务外，春运期间铁路部门还将

联动企业、地方人社部门开行务工人员专列，

为重点人群返乡、返岗提供便利。

（新华社北京 12月 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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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丹心铸就

航空母舰是衡量一个国家海军实力的重

要标志。

几十载追梦，中国人终于迎来了首艘自主

设计、自主建造、自主配套的航母——那天，一

批从海军各部队选调而来的官兵汇聚到此，他

们要完成的，是中国航母事业从“起步”到“自

主”的跨越。

砺剑先铸魂，山东舰官兵将“忠诚、勇毅、

精武、制胜”确立为舰训。

从“新鲜”到“熟悉”，从“摸索”到“带教”，

引导员成吉将加入山东舰以来的工作难度和

强度描述为“加速跑”，有时一天忙碌下来，仅

在飞行甲板上他就走了 3 万多步。

如今已成长为三级军士长的刘海涛和战友

们啃透一摞摞理论资料，通过一次次实践优化

改进，总结出各个专业岗位的操作流程规范，给

出一份国产航母战斗力生成的“说明书”。

凭借着时不我待的忠诚奋斗，短短几年，山

东舰完成了从“入列”到“能战”的升级。舱室通

道里的荣誉墙上，挂满了因为练兵备战贡献突

出而荣立二等功、三等功的优秀官兵照片。

2024 年 10 月，辽宁舰、山东舰编队首次开

展双航母编队演练。两艘航母舰艏高昂，劈波

斩浪；歼－15 战机组成楔形编队飞过双航母编

队上空。

出远海、闯大洋，山东舰官兵并没有多少时

间陪伴家人。他们的爱意，常常远隔山海——

是压在枕头底下的照片，是电波传回的一句“我

很好，照顾好自己”，是在广袤大洋上面向祖国

方向的久久凝望。

向战，联合制胜

伴随着舰载机的轰鸣，热浪冲着起飞助理

员曾文辉扑来，他的战位就在离飞机发动机不

足 20 米的地方。

“一次外军侦察机抵近，接到指令后，我们

迅速放飞战机前出处置。”曾文辉说，“我们的

战机起飞后，滋扰挑衅的外军侦察机离去了。”

航母编队是远海远域重要作战力量，为了

保持“平时慑敌千里，战时重拳出击”的战斗状

态，山东舰官兵夜以继日埋头苦干。

从舰载机在辽宁舰甲板上“惊天一着”、划

出中国海军“航母战斗机时代”，到山东舰不断

刷新保障舰载机连续起降最大架次极限，中国

人一次次在深蓝航程上跑出中国速度。

“战斗力提升的关键标志，要看航母编队

战斗群的联合制胜能力。”山东舰一位指挥员

告诉记者。

2023 年 4 月，东部战区组织环台岛战备警

巡和“联合利剑”演习，正在台岛以东巡弋待战

的山东舰航母编队与前出的海空力量密切协

同，编队各属舰展开海上布势，执行防空、反潜

等任务，歼－15 舰载机轮番升空，在演习海域

迅速构建起航母编队作战体系。

从单舰训练到编队演练，从近海练兵到远

海部署，山东舰创造了国产航母建设发展历程

上一个又一个“首次”、刷新一项又一项纪录，

常态开展多兵种跨区域联合训练，远海联合作

战体系能力不断跃升。

创新，深蓝召唤

一张“脉络图”记录着山东舰驶向深蓝的

航迹：

——通过台湾海峡，赴南海跨区机动训练；

——前出南海，开展多兵力联合训练；

——赴西太平洋开展实战化演练，舰载机多

次起降进行舰机协同，冷静应对当面情况……

向远，向更远，中国航母最远应该到哪里？

“国家利益所至，航母航迹必达。”这是山

东舰全舰官兵的誓言和行动。

面对复杂严峻的海上形势，山东舰党委立

足打赢未来战争，带领官兵思战谋战研战。

为充分发挥官兵创造力，山东舰在各专业

岗位建立起研究攻关小组，官兵自主创新研究

成果在舰上应用；为寻找新的战斗力增长点，

全舰官兵大胆探索装备极限性能，协同科研院

所联合攻关，破解制约航母战斗力提升的多项

难题，累计形成研究成果数百项。

每年 300 多天战斗在航母上，对于官兵来

说，对大国重器的憧憬早已转变为深深的眷恋。

其实，航母上绝大部分的官兵，并没有机

会目睹舰载机起降的精彩。那一刻，他们或隐

于深舱之中忍耐着轮机的轰鸣，或在甲板之下

紧盯着可疑的水上目标信号。

为弥补这个遗憾，山东舰会组织退役官兵

在离舰前现场观摩“飞鲨”起降。舰载机在甲

板上的每一次降落，尾钩都会钩住阻拦索，在

甲板上定格出一个巨大“V”形。

官兵们说，那是胜利在向他们招手。

（新华社海口 12月 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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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云 高玉娇 上官亚欣

冬日的暖阳跃出海平面，

金黄色的光辉铺满海南三亚某

军港。中国海军山东舰缓缓驶

离码头，开启 2024 年度最后一

次海上训练。

2019 年 12 月 17 日，也是一

个日暖风清的日子——首艘国

产航母山东舰正式交付海军。

山东舰的入列，开启了中国海

军的国产航母时代和“双航母”

时代。

5 年来，山东舰向战而行，

着力建强航母作战支撑能力、

末端防御能力、损害管制能力

和应急处置能力，加速融入联

合作战和远海作战体系，航母

编队作战能力不断提升。

海军山东舰编队海上航行。 新华社发

新华社记者

铁路 12306 手机客户端近日先后上线学生和务工人员预约购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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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6

上线的这项服务功能，使用体验如何？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多地学生和务工

人员。

新华社记者 任沁沁

外国游客来中国游玩，“玩不够”怎

么办？“China Travel”（中国游）新政策

来了！

国家移民管理局 12 月 17 日宣布，即

日起将过境免签外国人在境内停留时间

由原 72 小时和 144 小时均延长为 240 小

时（10 天），新增 21 个口岸至 60 个为过

境免签人员入出境口岸，过境免签的外

国人可以在 24 个省（区、市）允许停留活

动区域内跨省域旅行。

240 小时、60 口岸、24 省份！

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

今年以来，随着“China Travel”入

境游持续火热，在 144 小时“遇见中国”

的基础上，80％以上的外国游客临近期

限届满才离开，很多人希望有更充足时

间、到更多地方旅行活动。

有所呼，有所应！

国家移民管理局副局长毛旭说：“综

合考量各地文化旅游资源、交通基础设

施、外国人入境旅游需求等因素，进一步

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以更大范围、更

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欢迎更多外国

朋友感受开放包容、繁荣稳定、安全有序

的新时代中国。”

来吧，欢迎更多外国朋友来欣赏中

华美景、体验中华文化。

优化区域开放布局，能去的地方更

多了——

过境免签政策适用省份从 19 个扩展

至 24 个，其中新增或扩大实施 9 个省份；

政策适用口岸从 39 个增加至 60 个，增幅

54％。放宽优化后，政策适用区域既有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地区等国

家重点发展区域，又有旅游资源富集、文

化底蕴深厚、民族风情独特等人文地理

特色鲜明的地区。

新增 5 个省份为山西、江西、安徽、贵

州、海南。山西古建古迹多，江西陶瓷驰名

中外，安徽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区

域，贵州世界自然遗产丰富，海南正在建设

我国开放水平最高的自由贸易港……

“五千年很远，山西很近。”山西出入

境边防检查总站副总站长李峰表示，山西

边检总站完善了口岸现场查验基础设施，

划定了临时入境许可办理专区等，确保外

籍旅客顺畅通关，感受“晋”善“晋”美。

实施跨区域通行，往来更便利了——

与 72／144 小 时 过 境 免 签 政 策 相

比，此次政策调整最大特点是允许跨区

域通行。一方面方便外国游客合理规划

行程，跨省多地进行旅游、商务等活动；

另一方面辐射带动各地共享旅游资源、

形成规模效应，提升开放水平、发展外向

经济。

17日 11时，武汉天河国际机场，美国

旅客德梅纳第一时间咨询了 240 小时过

境免签手续。他计划深入武汉、宜昌、襄

阳等地旅游。“湖北有人文底蕴、科技范儿

十足，今天起可以走遍全省，还能跨省旅

行，中国比我们想象中更开放友好！”

政策梯次互补，释放开放红利——

自 2023 年 12 月 1 日对法国、马来西

亚等 6 国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新政

以来，中国“免签朋友圈”

不 断 扩 充 ，时 限 不 断 延 长 。

国 家 移 民 管 理 局 推 出 110 余 项

便利外籍人员来华政策措施，持续

优化过境免签、口岸签证政策等，高水

平对外开放诚意十足。

免签政策红利释放。仅广州白云机

场口岸，一年来入境广州的外国旅客超

350 万人次，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同比增

长 40.84％。

目前，中国已同 25个国家实现全面互

免，对38个国家试行单方面免签政策，对54

个国家实施过境免签政策。此次放宽优化

后，过境免签政策可有效与区域性免签、单

方面免签、互免签证等互相协调、梯次互补，

更好服务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

最新统计，2024 年 1 月至 11 月，全

国各口岸入境外国人 2921.8 万人次，同

比 增 长 86.2％ ；其 中 通 过 免 签 入 境

1744.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3.3％。适用

72／144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来华外国人

数量同比上升 132.9％。

随着最新过境免签政策落地，欢迎

更多外国朋友来这里体验“city 不 city”，

遇见中国的更多美好。

（新华社北京 12月 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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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近日，来自西班牙的游客在上海

外滩拍照留影。

②在上海市南京路步行街，两名来

自韩国的游客在和平饭店前自拍。

本组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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