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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春运自1月26日开始至3月5日结束，
共计40天。春运首日（1月26日）的火车票于1月
12日开售。不同于往年，今年的候补购票功能、车
票改签范围均有所调整。

——可预填购票需求、订阅起售提醒

自1月3日零时起，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推
出购票需求预填和火车票起售提醒订阅两项新功
能，旅客通过铁路12306官方平台购票将更加方便
快捷。

购票需求预填功能上线后，旅客可于车票起
售当日，预先填写乘车人、车次、席别等信息，在车
票开始发售时一键提交订单并完成支付。

同时，铁路 12306 还推出了起售提醒订阅功
能，旅客可根据车票起售时间，提前通过系统设置
多个提醒，以便及时提交购票订单。

——1月10日起学生务工人员春运专区预约

自 1 月 10 日零时起，铁路 12306 手机客户端
推出春运期间学生、务工人员专区预约购票功
能。

自 1 月 10 日起，符合条件的学生旅客（已通
过学生优惠资质核验且有剩余优惠乘车次数）
可通过“学生寒假订票专项服务”专区预约购买
春运期间（1 月 26 日至 3 月 5 日）火车票，每名旅
客最多可同时提交 6 个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
添加 1 个乘车日期的 20 个“车次+席别”的组
合，可选席别为学生优惠票适用的硬座、硬卧、
二等座。已通过实名制核验的务工人员可通过

“务工人员春运预约订票服务”专区预约购买春
运期间火车票，每名旅客可同时提交 6 个预约
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时间+车次+席别”的 1
个组合。

学生、务工人员通过铁路12306专区购买春运
期间火车票，可提交开车前17天（含）以上的出行
购票需求，最晚可预约3月5日的车票。符合条件
的旅客可在开车前17天23时前在12306手机客户
端提交购票需求，在开车前16天查询兑现结果，
须在开车前第16天23时前，通过12306手机客户
端预约专区支付票款，逾期未支付的，订单自动取
消；兑现成功后逾期未支付达到5次的，不再提供
预约购票服务。

——增加候补订单和备选方案数量

自 1 月 11 日零时起，铁路 12306 网站（含手
机客户端）优化升级候补购票功能，增加候补订
单和备选方案数量，扩大候补订单兑现时间选
择范围，临时新增旅客列车席位优先配售给已
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进一步提高旅客候补购
票成功率。

具体变化体现在四方面：一是增加候补订
单数量。每名旅客可提交的待兑现候补订单数
量由 2 个增至 6 个，每个订单最多可添加 9 名乘
车人。二是增加备选方案数量。原来旅客提交
候补订单时，可选择相邻 2 个乘车日期、每个日
期可选择 5 个“车次+席别”的组合，最多可选择
10 个组合。优化升级后，旅客可选择预售期内
任意 3 个乘车日期，累计最多可选择 60 个“日
期+车次”的组合，每个车次可选多个席别。三
是扩大候补订单兑现时间选择范围。原来候补
订单截止兑现时间最晚为开车前 2 小时，优化
升级后调整为开车前 20 分钟，旅客可在更大范
围内根据实际情况自主选择修改截止兑现时
间。四是临时新增旅客列车席位优先配售给已
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旅客在提交候补订单
时，可选择接受购买符合出行需求的新增旅客
列车车票，如铁路部门临时新增旅客列车，在车
票起售时，铁路 12306 将自动优先配售给已提交
候补订单的旅客，旅客无需人工查询增开列车
信息再购票。

——车票改签范围扩大

自1月15日起，铁路部门将优化车票改签规
则，扩大车票改签范围，旅客在开车前和开车后当
日均可改签预售期内车票，将进一步便利旅客购
票出行。

按照现行规则，火车票在开车前 48 小时以
上，可以改签任意车次，开车前不足48小时以及
开车后，仅可改签乘车日24时之前列车。新规实
施后，车票改签范围扩大，旅客在开车前和开车后
当日均可改签预售期内车票，开车前48小时以上
的，不收取改签费；开车前不足48小时以及开车
后的，改签乘车日期之前（含当日）车票的不收取
改签费，改签乘车日期之后车票的根据办理时间
梯次核收改签费，具体改签规则旅客可通过铁路
12306网站和车站查询。

本报综合消息

春运首日火车票开抢 规则有变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记者 邹多
为 魏弘毅）中国年度外贸“成绩单”12 日
发布。据海关统计，2023年我国货物贸易
进 出 口 总 值 41.76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0.2%。其中，出口23.77万亿元，同比增长
0.6%，不仅在高基数上再创新高，增长动
能也得到质的有效提升，“新三样”产品出
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

“去年，中国外贸经历了风雨洗礼，取
得了进出口规模稳中有增、发展质量优中
有升这样来之不易的成绩。”海关总署副
署长王令浚表示，总的看来，货物贸易进
出口好于预期、实现了促稳提质目标。特
别是四季度向好态势明显，12月份进出口
达到3.81万亿元，月度规模创历史新高。

具体来看，过去一年，我国出口动能

丰富活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
13.92万亿元，同比增长2.9%，占出口总值
的58.6%；其中，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蓄
电池和太阳能蓄电池等“新三样”产品合
计出口 1.06 万亿元，同比增长 29.9%。尽
管全年进口值微幅下降0.3%，但随着国内
需求持续恢复，大宗、民生商品进口得到
有序扩大。

从经营主体看，民营企业主力作用增
强。2023年，有进出口记录的外贸经营主体
首次突破60万家。其中，民营企业55.6万
家，合计进出口 22.36 万亿元，同比增长
6.3%，占进出口总值的53.5%，提升3.1个百分
点，连续5年稳居我国第一大外贸经营主体。

从贸易伙伴看，多元稳定的经贸关系不
断拓展。2023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进出口达到19.47万亿元，同比增长2.8%，
占我国外贸总值的46.6%，规模和占比均为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的最高水
平；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其他14个成员国合计进出口12.6
万亿元，较协定生效前的2021年增长5.3%；
对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6.8%、7.1%；
第四季度对欧盟、美国进出口出现回暖，全
年分别进出口5.51万亿元、4.67万亿元。

此外，新平台新业态呈现良好发展势
头。2023年，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数量已
扩大至22个，合计进出口7.67万亿元，同
比增长2.7%；海南自由贸易港年度进出口
连续三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作为外贸新
势力的代表，同期，跨境电商进出口 2.38
万亿元，同比增长15.6%。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记者 姜琳）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发布通知，提出
推进直播带岗在就业公共服务领域广泛
应用，打造一批特色化、高水平的就业公
共服务直播带岗基地，培育一批服务效果
好、群众满意度高的就业公共服务直播品
牌，助力高质量充分就业。

通知要求各地支持在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场所内建立直播带岗基地、直播带岗
间，鼓励联合高校、产业园区、企业、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社会媒体等各类社会资源
打造直播间，推进网络直播技术与就业公
共服务融合发展，满足城乡劳动者求职和
各类企业招聘需要。

通知提出，各地要将直播带岗作为创
新就业公共服务方式、提升就业公共服务
质量的重要手段，充分利用网络直播技术
互动性强的优势，强化直播带岗职业介绍
职能，不断完善岗位推介、简历投递等功
能，着力提升人力资源供需对接效率。

“直播带岗在就业服务领域具有广阔应
用空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就业形
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表示，近年来，已经
有不少互联网平台将招工“搬”进直播间，为
劳动者就业、企业招聘带来新变化。主播通
过实地探访工厂，全方位、视觉化、强互动地
展示用人单位和岗位待遇情况，从而更直
接、更高效地对接求职者与用人单位。

快手快聘行业运营负责人耿坤龙表
示，快手自上线快聘业务以来，直播总场
次已超500万场，与24万多家企业达成合
作，针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
群体推出了一系列直播带岗专场活动。
下一步，快手将继续与各方加强合作，为
促进人力资源流动和高效配置贡献力量。

针对求职者最关心的信息真实性问
题，通知强调，各地要对就业公共服务领
域直播带岗活动进行规范管理，严格审查
参与直播活动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许可资质、企业资质和招聘岗位信息，
不得设置或者发布歧视性内容，确保发布
信息和直播内容真实、合法。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记者 魏玉
坤）国家统计局 12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3 年全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比上年上涨0.2%，物价运行保持总
体稳定。展望2024年，我国物价有望温和
回升，保供稳价具有坚实基础。

物价关系经济运行，影响百姓生活。
2023年，我国CPI月度同比涨幅均低于3%
左右的年度预期目标，其中1月份涨幅最
高，达 2.1%，3 月份以来涨幅连续处于 1%
以下的低位。

从2023年12月份情况看，受寒潮天气
及节前消费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当月CPI
同比下降0.3%，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
点；环比由上月下降0.5%转为上涨0.1%。

在我国CPI“篮子”商品中，食品占比
较高。2023 年全年，食品价格同比下降
0.3%。其中，2023年12月份，食品价格同
比下降 3.7%，降幅比上月收窄 0.5 个百分
点；环比由上月下降0.9%转为上涨0.9%。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莉
娟分析，2023年12月份，雨雪寒潮天气影

响鲜活农产品生产储运，加之节前消费需
求增加，鲜菜、鲜果及水产品价格环比分
别上涨6.9%、1.7%和0.9%。

猪肉价格在食品价格中占有较高比
重。统计数据显示，2023 年全年，猪肉价
格同比下降13.6%，其中12月份同比下降
26.1%，是带动当月 CPI 同比下降的主要
因素。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研究员朱增勇表示，受2023年四季度生猪
存栏仍处于较高水平影响，生猪出栏量短
期内或将仍处于高位，叠加春节后消费季
节性下降，预计2024年上半年尤其是一季
度猪价还将面临一波震荡探底期。随着能
繁母猪产能平稳去化，今年下半年猪肉供
需形势会逐渐好转，猪价有望逐渐实现温
和回升，但总体将处于窄幅震荡态势。

2023年全年，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
核心CPI同比上涨0.7%，我国工业消费品
以及服务消费价格保持稳定。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
示，2023 年 CPI 总体低位运行，随着输入

性、周期性、季节性等因素有所改变，基数
效应逐步减弱，商品服务需求持续恢复，
预计今年CPI将温和回升。

从工业生产者价格看，2023年全年，全
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比上年下
降3%。其中，受国际油价继续下行、部分工
业品需求不足等因素影响，2023年12月份，
PPI同比下降2.7%，降幅比上月收窄0.3个百
分点；环比下降0.3%，降幅与上月相同。

董莉娟分析，2023年12月份，国际油
价继续下行，带动国内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价格环比
分别下降6.6%、3%；有色金属市场需求不
足，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环比
下降0.3%；临近年底部分基建项目加快施
工，水泥等建筑材料供给偏紧，水泥制造
价格环比上涨2.2%，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业价格环比上涨0.8%。

“随着总需求持续回暖，市场信心逐步
增强，经济运行恢复向好，以及提振工业经
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落实落细，企业生产经营
稳步推进，叠加基数效应减弱，下一步PPI同
比降幅有望继续收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立坤说。

粮油肉蛋菜果奶等重要民生商品保
供稳价，事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随着
2024年春节临近，守稳护牢百姓“米袋子”

“菜篮子”至关重要。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 2024 年元
旦、春节、“两会”期间粮油市场保供稳价
工作；湖北紧盯猪肉、蔬菜、鸡蛋等重要民
生商品价格变化，强化风险预警预判；山
东省日照市加大市场监管力度，开展稳价
保质执法检查……近期，各有关部门各地
落实中央部署，统筹做好保供稳价。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为保
障节日市场供应，将指导各地加大生活必
需品货源组织力度，加强产销衔接，丰富
商品品种；重点指导甘肃、青海商务主管
部门推动地震灾区商业网点加快恢复；根
据低温天气和灾区保供需要，以及市场供
需变化，做好肉类等储备商品投放准备。

物价总体稳定——解读2023年CPI和PPI数据

促就业！各地将打造一批直播带岗基地

2023年“新三样”出口首破万亿元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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