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寒是冬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二十
四节气中的倒数第二个。公历每年 1月 5
日前后，当太阳到达黄经285度的时候，即
为小寒日。冷气积久而寒，小寒之后，我国
气候开始进入一年中最寒冷的时段。

晓日初长 小寒天气
“晓日初长，正锦里轻阴，小寒天气。”小寒

时节，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刮西北风，经常受西伯
利亚寒流的影响，因而气温波动幅度较大。

小寒前后，我国秦岭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区
最低气温在零下 10 摄氏度左右，而华南北部最
低气温却很少低于零下 5摄氏度，华南南部 0摄
氏度以下的低温更不多见。我国隆冬时最冷的
地区是黑龙江北部，最低气温可达零下 40 摄氏
度左右。

三九戏冰 腊八煮粥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们不仅学会了抵

御冰雪的严寒，更学会了利用冰雪、观赏冰雪，
在冰雪中找到乐趣。在我国北方各省，入冬后
冰期十分长久。三九寒天，冰面特别厚的地区，
大多设有供人玩耍的天然冰场。开展冰上运动
是北方主要的室外活动，滑冰、溜冰、滑冰车等
不一而足。

小寒节气正值农历腊月，我国不少地方流
行在腊月初八喝“腊八粥”。同是腊八粥，因地
区不同，南北有异。北方的腊八粥有黄米、红
米、白米、小米、栗子、红豆、枣泥等，也有的地方
另加桃仁、杏仁、瓜子、花生、松子、葡萄干等用
以点缀。而南方的腊八粥，则加入了莲子和桂
圆。

暗香浮动 探梅时节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小寒

时节，腊梅已开，红梅含苞待放。“梅须逊雪三分
白，雪却输梅一段香。”梅花虽不喜寒冷，却最耐
得严寒，在小寒时节踏雪寻梅，看寒梅风中凌霜
傲雪，自是一件雅事、乐事。

“莫怪严凝切，春冬正欲交”。最冷的时候
也会让人想到寒尽之时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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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出行体验
还有这些改进！

春运是人员流动规模最大、出行最为集中的时
期。有旅客出行时担心“上不了车、转不了站、吃不
好饭”的问题。

针对旅客上述担忧，国铁集团表示，铁路部门推
出便民利民惠民服务举措，有效提升旅客出行体
验。具体举措如下：

1、进一步扩大电子客票应用范围，在到站补票
和列车补票业务环节全面实施补票电子化；完善
12306 消息通知机制，及时准确向已购票旅客推送
列车停运和变更信息。

2、将开展互联网订餐的车站由55个增加到76个，
覆盖全国绝大部分动车组列车和长距离普速列车。

3、安排站内便捷中转换乘服务的车站由 80 个
增至 100个，旅客换乘将更加便捷高效。

4、在全国 3200余组动车组列车上推行“铁路畅
行”扫码服务，旅客通过扫描座椅扶手上的“铁路畅
行码”，可顺畅查询列车正晚点、运行位置、接续车
次、交通接驳等出行服务信息。

这个春节，你回家吗？ （葛成）
据中国新闻网

“过了大寒，又是一年”。大寒时节，已至年关，
越来越浓的年味冲淡了冬日的寒冷。大寒是二十四
节气中的最后一个节气。公历每年1月 20日前后，
当太阳到达黄经300度时，即为大寒。

万物蛰藏 冰雪未消
同小寒一样，大寒也是表示天气寒冷程度的节气。“小

寒大寒，冷成一团”，大寒期间，寒潮南下活动频繁，是我国
大部分地区一年中非常冷的时期，风大、低温，地面积雪不
化，到处呈现冰天雪地的景象。

小寒、大寒期间是一年中雨水较少的时段。一般而言，
大寒节气里，华南大部分地区的降水量一般为 5—10毫米，
西北高原山地的降水量一般只有 1—5 毫米。华南地区冬
季干燥，越冬作物在这段时间里耗水量较小，农田水分供求
矛盾一般不突出。在雨雪稀少的情况下，不同地区按照不
同的耕作习惯和条件适时浇灌，对小麦作物生长无疑是大
有好处的。

养精蓄锐 防风御寒
“心藏后凋节，岁有大寒知”。中医认为，大寒时节，食

宜温，护腰养肾；睡宜早，养精蓄锐藏阳气；头宜暖，胸背足
忌寒凉；心宜平，节制喜怒，护心护肺。

古有“大寒大寒，防风御寒，早喝人参、黄芪酒，晚服杞
菊地黄丸”的说法，说明人们对身体调养的重视。大寒时节
仍是冬令进补的好时机，重点应放在固护脾肾、调养肝血
上。在我国南方地区，有大寒吃糯米的习俗。例如，在广东
佛山，人们常在大寒节用瓦锅蒸煮糯米饭。糯米味甘、性
温，比普通大米含糖分高，食之具有御寒滋补的功效。

冬去春来 辞旧迎新
大寒是一年的最后一个节气，民间有“过了大寒，又是

一年”的说法，这个“年”指的是农历新年。因而，大寒时节
的一些民间习俗都透着浓浓的“年味”。

随着大寒这一节气渐渐走完，过年的气氛日益热烈。进
入腊月二十三小年之后，达到高潮。“二十三，糖瓜沾；二十
四，扫房日；二十五，推糜黍（做年糕的黏面）；二十六，煮大
肉；二十七，宰只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
上守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过年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接
近，让人充满喜悦的期待，是大寒的主旋律，人们开始准备年
货、制作年肴，让这一节气充盈着欢乐喜庆的红火氛围。

（孟扬 曹怡晴）
据《人民日报》

除夕火车票7日开售
2023年春运从 1月 7日开始，2月 15

日结束，为期共 40天。
按照火车票提前 15天发售的安排，

1 月 5 日，旅客可以购买 1 月 19 日（腊月
二十八）的火车票，1 月 6 日可以购买 1
月 20 日（腊月二十九）的火车票，1 月 7
日可以购买 1月 21日（除夕）当日的火车
票。

据了解，为充分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方便旅客回家购票，铁路部门科学制定
客车开行方案。其中，节前高峰日安排
开行旅客列车 6077对，节后高峰日安排
开行旅客列车 6107对，最大客座能力较
疫情前的 2019年春运增长 11%。

此外，国铁集团表示，为满足旅客多
样化需求，根据需要，将在部分运力紧张
的高铁通道增开夜间高峰线动车组列
车，在京广、杭深高铁开行卧铺动车组。

同时，铁路部门根据铁路 12306 客
票预售和候补数据，分析旅客出行规律，
动态研判客流走势，梯次安排运力投放，
实现运能和需求的精准匹配。

倡导旅客错峰出行
加强重点处所通风消毒

今年，春运期间的疫情防控工作受到了
广泛关注。

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进一步优化，跨区
域人员流动性将加速释放，2023年综合运输
春运疫情防控和运输服务保障工作面临新形
势。

如何最大限度保障广大旅客和职工健
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春运的影响？

对此，铁路部门倡导旅客错峰出行，减
少人员聚集，强化车站客流组织，积极推广
无接触式服务，引导旅客有序分散进站候
车，保持安全距离。

此外，铁路部门将加强卫生间、洗手池、
电梯扶手、座椅等重点处所通风消毒，保持
站车良好环境；加强旅行健康宣传提示，引
导旅客全程佩戴口罩，强化自身健康防护；
严格规范做好铁路春运一线职工健康防护，
加强保洁、安检、餐饮、业务外包人员一体化
管理；强化路地联防联控，有序做好应急处
置工作。

购买儿童优惠票与
学生优惠票有变化！

新 版《铁 路 旅 客 运 输 规 程》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中，有关
儿童优惠票和学生优惠票的规定发生
了变化。

儿童优惠票方面，全国铁路对儿
童优惠票实行车票实名制管理，并以
年龄划分优惠标准。随同成年人旅客
乘车的儿童，年满 6 周岁且未满 14 周
岁的儿童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 14周
岁的购买全价票。每一名持票成年人
旅客可免费携带一名儿童乘车，儿童
年龄按乘车日期计算未满 6周岁且不
单独占用席位，超过一名时，超过人数
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

学生优惠票方面，铁路部门一并
取消学生优惠票仅限寒暑假购买的限
制，学生旅客可在一学年内任意时间
购买 4次优惠票。扩大非高峰方向列
车票价打折优惠范围和幅度，让旅客
获得更多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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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火车票7日开售！
出行前需要注意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