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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在发布会
上表示，自去年 12 月中旬开始，一些城
市快递员群体陆续出现了感染的情况，
部分分拨中心和营业网点因为减员而
无法正常作业，对快件的处理和末端的
投递造成了现实影响。

经过前一阶段的不断努力，全国快
递员上岗率，已经达到了 94.9%，积压件
的数量较前期已经出现了大幅削减，快

递服务已经有效恢复。特别是今年以
来，前 5 天，全国快递业务量日均数据
已经达到了 3.7 亿件，与去年同期相比
增长了 16.7%。

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继续组织
全行业巩固前期的工作成果，夯实行
业 稳 定 运 行 的 工 作 基 础 ，全 力 做 好
保 通 保 畅 工 作 ，切 实 保 障 群 众 的 寄
递需求。

春运期间快递物流是否畅通？

“乙类乙管”后第一个春运将开启
官方回应9大热点问题

（据中新网 新华社）

2023 年春运大幕即将开
启。作为“乙类乙管”后迎来的
第一个春运，今年的春运有哪
些特点？春运期间客流总量如
何？运力是否能够满足需求？在
1月 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
行的发布会上，相关部门回应
了一系列民众关心的问题。

1 2023年春运期间有多少人次出行？

“初步分析研判，春运期间客流总量约为 20.95 亿人
次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99.5％ ，恢 复 到 2019 年 同 期 的
70.3％。”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说。

徐成光是在6日召开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作此表述的。据介
绍，2023年春运将从1月7日开始，到2月15日结束，共40天。

徐成光表示，从客流构成看，春运期间，预计探亲流约
占春运客流的 55％，务工流约占 24％，旅游和商旅出行分
别约占 10％；自驾车、城际拼车、定制客运等出行比例将进
一步提高，高速公路小客车日均流量约为 2620万辆，较去
年同期增长 3.6％。

2023年春运有哪些特点？
徐成光表示，与往年相比，今年春运人流高峰与疫情

高峰叠加，是近年来不确定性最多、情况最为复杂、困难挑
战最大的一次春运。

综合来看，具有“三大一多”的特点：一是客流大幅增
长，二是货运需求大幅增加，三是一线人员感染风险较大，
四是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增多。

疫情流行尚未结束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要注意什么？

徐成光称，考虑到当前疫情流行尚未结束，一些地方
还处于疫情流行高峰期，尽管大家回乡过年、探亲访友的
愿望较为强烈，我们还是倡导大家根据自身和家庭成员的
实际情况，合理安排出行计划，特别是患有基础病的老年
朋友以及家中有孕妇、婴幼儿的家庭，要尽量减少出行，以
降低自身和家庭成员的旅途感染风险。

对于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回乡过年的朋友，要加强自
身防护，全程佩戴口罩，注意个人卫生，主动避免带症状出行。

如何保障春运运输安全？
春运工作专班办公室副主任、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

司长蔡团结在发布会上表示，今年的春运客流物流加速增
长，疫情不断发生变化，加上极端恶劣天气等多种因素叠
加，运输安全监管面临较大的挑战。

蔡团结称，下一步，将指导各地密切关注客货流量、天
气变化以及疫情发展的不同状况，聚焦人、车、路、环境等核
心要素，多措并举，指导各地全力抓好落实，全力保障平安
春运、安全春运。一是加强设施设备的检查维护；二是严把
从业人员的安全素质关；三是加强运输工具的动态监控；四
是加强路网运行安全保障；五是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

此外，春运期间，农村地区群众返乡、探亲访友、赶集
赶场等出行需求增加，将强化运力保障，加强安全监管，会
同有关部门聚焦农村客运途经线路、客运场站、渡口等，加
强执法监管。

中国民用航空局总飞行师万向东在发布会上
介绍，2023 年春运是全面落实疫情防控优化措施，
及“乙类乙管”各项措施以来的第一个春运，预计民
航客流量将明显增长。

春运期间，全民航日均安排客运航班 11000
班，为 2019 年春运期间的 73%左右。预计客流量总
体将呈现错峰放假开学、错峰返乡返岗、错峰出游
出行等特征，春节假期前后和元宵节后仍将出现旅
客出行高峰。

民航局积极引导航空公司在筑牢安全底线的
前提下，科学合理安排航班计划，确保运力准备充
分、资源保障到位。

一是支持春运期间国内航线加班，鼓励航空公
司更灵活地调配运力，满足春运期间热点地区、热
点航线的旅客出行需求，比如北上广等城市至三
亚、海口、成都、重庆等热门航线。

二是要求各机场加强与地方政府春运机构的
联系，提前向当地通报夜间抵离航班、旅客量等信
息，积极配合做好与城市交通“最后一公里”的顺畅

衔接。截至 1月 5日，在国内定期客运航班计划的基
础上，又批复春运期间国内航线加班 10313 班，其
中涉及北上广的航线加班 3459 班，占国内航线加
班总量的 33.5%，切实保障热点地区、热点航线旅
客出行需要。

在航空服务保障方面，一是充分考虑市场、天
气等主客观因素，进一步优化航班计划编排，切实
减少因航班取消和延误给旅客出行带来的不便。

二是做好疫情防控相关工作，持续做好客流
引导，减少旅客聚集，尽可能为旅客提供无接触
式服务，并做好一线员工健康检测，和重点场所
清洁消毒、通风，降低旅客感染风险，让旅客安心
出行。

三是做好机上和地面各环节的服务工作，加强
对残疾人、老年人、无成人陪伴儿童等特殊需求旅
客的关爱服务，营造文明、温馨、和谐的出行环境。

四是通过采取增加热线线路、服务人员等措
施，提升客服电话的接听率，及时处理好旅客的各
项服务诉求。

万向东称，根据目前掌握的春运期间旅客订票
情况，订票峰值出现在 1月 18日 (农历腊月 27日)至
1月 20日(农历腊月 29日)。

从订票量来看，北京-三亚、上海-北京、北京-
海口、深圳-昆明、深圳-重庆、杭州-昆明、深圳-
成都等航线居于前列。

客流量增长，民航服务保障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民航订票峰值出现在哪几天？哪些航线最火？

国铁集团客运部主任黄欣在发布会
上介绍，2023年春运的火车票预售已经从
2022年的 12月 24日开始，从目前的售票
情况来看，各方面旅客出行需求都有比较
明显的增长，铁路客流也呈现了逐步回暖
的态势。

为了安排好春运的能力，铁路部门

安排了春运期间客车的开行方案。春运
节前，全国铁路高峰日最高可开行旅客
列车 6077对，客座定员可达 904万人；春
运节后，高峰日最高可安排开行旅客列
车 6107对，客座定员可以达到 914万人；
最大客座能力比 2019年春运增长 11%，能
够较好地满足春运期间旅客出行需求。

铁路运力是否能够满足今年的春运需求？

黄欣称，今年春运，国铁集团将更
好统筹疫情防控和春运组织，更好统筹
发展和安全，优化春运的客车开行方
案，精准落实好疫情防控措施，在总结
以往好的做法的基础上，在乘车、候车、
购票等环节，将推出一系列便民利民举
措，全力打造平安、有序、温馨春运，努
力让旅客体验更加美好。

在运力安排方面，要做到科学精准
安排运力。统筹用好去年开通的新线和
新站资源，以及新投用的复兴号动车组
等先进装备，增强路网整体功能，提升
客运能力。按照“充足安排、按需启动，
响应快速、应急有备”的原则，科学安排
客车开行方案。

在有序出行方面，要为广大旅客营
造健康安全的出行环境。要认真落实好
疫情防控和安全管理的各项措施，强化
车站客流组织，严格控制列车客座率，引导
旅客有序分散进站候车，保持安全距离；加
强重点处所通风消毒，保持站车良好环境；
积极推广无接触式服务，加强旅行健康宣
传提示，加强员工健康管理，引导旅客全程
佩戴口罩，强化自身健康防护。

在站车服务方面，重点在三个方面
推出一些便民利民的措施。一是在提升
旅客购票服务体验方面，进一步优化

12306 系统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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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节全面实施电子化。二是学生优惠票
不再规定乘车时间限制，每学年任意时
间可购买 4 次单程的学生优惠票，方便
学生在任何时候使用。三是因铁路责任
或不可抗力造成旅客退票，联程车票可
一并办理退票，而且免收退票手续费。
旅客在办理补票、变更等业务时，不再
收取手续费；同时我们扩大非高峰方向
票价折扣优惠列车范围。

在旅客出行信息服务方面，将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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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办理餐饮选购、补票
升席、查找遗失物品等业务。同时，完善
铁路 12306消息通知机制，及时向已购票
并预留了准确联系方式的旅客，精准推
送列车停运和变更信息，方便旅客掌握
列车开行动态，以便合理安排行程。

在中转换乘服务方面，安排全国站
内便捷换乘的车站由过去 80 个增至
100 个，并完善车站服务设备设施与引
导标识，提升旅客中转换乘效率，为旅
客在春运期间便捷换乘提供方便。

铁路部门推出了哪些便民举措？

1月 6日，铁路工作人员和乘客在列车上一同演唱黄梅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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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去县图书馆查阅地
方文献，偶见县政协文史委
所编 1990 年《茶陵文史》（内
部刊物），从中获知东安县县
志办曾赠我县一李东阳砚铭
拓片。其文介绍：1989 年 3 月
12 日，东安县井头镇谭江村
在清掏一古井中得一方鹅卵
石椭圆形砚台，最长处约 18.5
公分，最宽处约 17 公分，厚约
3 公分。正面凹陷成碟形为研
墨荡笔处，背面平滑，刻有四
言铭文一首：“水澄精润，文
房 佐 治 ，以 霤 蛀 处 ，遂 为 墨
池；阅几沧桑，穆穆怡怡，天
与 之 然 ，何 虑 何 思 ，予 独 耎
夫 ，吮 毫 构 韵 ，未 能 若 斯 。”

“正德十一年二月十二日”，
“长沙李东阳制”，最后有篆
体“宾之”二字长方形印章。

上文中“耎”字不常见，
查《康熙字典》得知读“xian”：

“升高也”。该字置句中不妥，
应是行文介绍或排印有误。
于是去寻找拓片，几经努力，
才从当年参加撰修县志一老
同 志 处 见 到 复 印 件 ，是 为

“恧”（nù）：惭愧。可知，“吮
毫构韵，未能若斯”是指未能
完成孝宗临终之托而至谢世
前夕仍深感惭愧的一种十分
复杂的思绪。

正德十一年（1516）是李
东阳辞世之年。是年 70 岁，按
其传所列“生平活动简表”：
是 年“ 上 元 日 夜 会 ，有 诗 二
首；夏，久旱得雨，喜有诗；六
月九日，七十寿辰，故旧门生
相继祝贺，前后月余；七月一
日前，编辑完成《怀麓堂稿》；
七月二十日，去世；九月二十
八日，葬畏吾村祖茔”（《李东
阳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据此，本砚铭应
是李东阳生前最后之作。

此 砚 为 什 么 会 流 落 于
湖 南 ，最 后 又 在 东 安 县 获

得 ，已 无 法 考 证 ，但 基 本 可
以 推 断 应 是 李 东 阳 为 官 不
贪 ，也 未 能 运 用 权 力 培 植

“官二代”所致。
李东阳是一个颇有争议

的人物，古今褒贬不一，但对
他为官不贪，生活清贫这一点
未见异议。《茶陵州志》清同治
九年（1870）版收录了明翰林
院耿定向《倡复李文正故第
序》（下称“序文”）。从其行文
看，可知到了东阳孙子一代，
其故第已为“席户绳枢”，才有

“倡复”之举。“序文”在追述东
阳一生后，说：“公立朝五十余
年，柄国七又八年矣，而郑端
简（注：东阳的门生）云：‘公卒
之日，不能治丧，门生故吏醵
金赙之，乃克葬’。又云：‘尝过
其门，萧然四壁，不足当分宜
辈一宴之费。然则公平生所以
不褆身者，可知也’”。说李东
阳故后曰：“嗣子兆蕃荫为司
丞，再传而孙，食不厌糠覈，
衣不蔽形体，询其赐第，已属
民 间 。席 户 绳 枢 ，无 异 于 佣
保，而墓之封树亦尽为势族
侵凌，悲哉。”最后才曰：“余
兹欲上控宸扆而未敢遽也，
谨勒状与楚宦中外者为约，
各量斥俸余，复其赐第，辑为
吾楚乡祠，奉公于中，而凡楚
绅之勋德光显者，以次祔之，
伏腊举祀，……此固章美传
盛懿也。”足见倡复其故第不
仅为故乡人祭祀东阳，更在
于弘扬他的独创明中后文学
上的“茶陵派”和为官清廉的
品德。

从 上 述 情 况 看 ，东 阳 生
前 最 后 一 砚 都 未 能 家 传 珍
藏，可能多为后嗣因生活贫
窘变卖而流入市场，最终又
流入湘市，又为东安某人获
得，在打水研墨时不慎而掉
入井中，又未打捞，今人所得
也属偶然。

李东阳生前最后一砚铭
王薛刚

史话

最近，历史剧《天下长河》热播，收获了
许多剧迷的关注。剧中讲述了清朝康熙年
间，靳辅治河的故事。那么，在封建王朝治
河，到底个什么差事？靳辅治河主要运用什
么方法？他个人的命运又怎么样呢？

封建王朝的治河

《治河淮策》说：“国家资河淮以济运，漕
运不可一岁不通。则河淮不可一岁不治。而
治漕必先治河，治河必先治淮，即所谓以水
治水之道也。”说的是古代“治河”目的在于
漕运，“漕，水转谷也”。即治河的首要目的是
为了保“漕运”畅通。事实上元明清三代的首
都均在北京，而其财源却仰给于江南，官俸、
军食全赖每年多达四百万石漕粮供应，素有

“天庾正供”之称。
所以封建王朝治河不是为了“天下百

姓”，而是为自己的利益。这种能左右“朝廷”
的事物，必然会引起无数个人与集团的争
夺。所以“河工不同寻常的工程，不仅是工程
技术的问题，而同时还包括了许多人事的，
经济的以及政治的问题。”这也是封建王朝

“治河”面临的最大问题。

靳辅其人

靳辅，字紫垣，汉军镶黄旗人。顺治九
年，以官学生考授国史馆编修，改内阁中书，
选兵部外郎。康熙初，自郎中四选内阁学士。
康熙十年 1671 年，授安徽巡抚。

在 安 徽 巡 抚 任 上 ，勒 辅 提 出 了“ 沟 田
法”，即“以亩为一畎 ，二十畎为一沟。沟土
累为道，道高沟低，涝则泄水，旱则灌田。”沟
田法其实就是挖“沟”，挖纵横交织的沟，涝
时蓄水，悍时灌田。虽说想法比较粗糙，但至
少有自己的思考。

于是，康熙十六年（1677 年）三月，45 岁
的靳辅被提升为河道总督。其实这也不是
康熙认为靳辅有才能，能治好河，而是因为
前几任河道总督治河能力等于“零‘，且河
道弊坏已极，不可能有再往下坏的可能，恰
好靳辅就上了治水的相关折子，康熙就让
靳辅上任。

康熙十六年（1677 年）五月，靳辅综合
自己及幕僚的建议，上了奏折《经理河工八
疏》，里面最核心的观点是“凡大工之兴，必
先审其全势，全势既审，必以全力为之”。即

“治河”是一套全局性工程，不能像以往那般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通盘全局统筹安
排。这样一套“全局性”计划，代价就是耗银
天价，一些议政大臣便不同意计划，好在康
熙眼光比较长远，批准了靳辅的计划，只不
过 是 部 分 计 划 ，因 为 此 时 清 朝 正 在 打“ 三
藩”，没钱。

靳辅治河的三种方式

靳辅治河主要有三种方式。
——束水攻沙
束水攻沙，原理很简单，就是用急流冲

走泥土，冲刷河道。但具体应用上则是各有
法门，靳辅主要用的是“川”字引河。因为水
灾之后，河身淤积严重，宽度直达四到五里，
已经找不到河床的影子。靳辅就在原河道处
挖三条“河道”，中间是主道，二边是副河道，
挖出来的土就地筑在副河道一边。如此这
般，就可以保证中间河道有足够的水与速度
冲走河沙，发大水时，还有二副河一起冲，结
果可能是三河归成一河，节省人力。

——修建减水坝
又名“分洪坝”，其实就是河水旁的河

堤。就是在洪水实在过大，已超过极限时，让

洪水漫过河堤，分担真正“大坝”的压力，这
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当然洪水过后的土
地，是靳辅全局规划中就有”屯田“用的土
地，用这些土地招流离失所的农民，再让这
些农民来治河。想法很美好，但这些“屯田”
大部分是当地“地主”的，因洪水一冲，就成
了靳辅用来屯田的田，这种向地主阶级身上
撕肉的行为，也是靳辅失势的核心原因。

——以工代赈
封建王朝中有一种丁役，即成年男子要

向朝廷免费服丁役，就是强治摊派，也可以
说每次朝廷有大工程，地方就借”摊派“之机
敲诈勒索、鱼肉人民。靳辅上任就改用雇募
制，采取以工代赈的有偿劳动，既减轻农民
负担，又调动了调动农民治河的积极性，加
速了工程进度。

以上三种方式是影响比较大，还有一些
其它中小方式，比如改革运土车的形式，也
就是独轮车；在疏浚河口时，他们创造了带
水作业的刷沙机械，在船尾系上铁扫帚，翻
动水底泥沙，利用流水的冲力，把泥沙送到
海中，这是我国利用机械治河的开端，等等。

初见成效之后的麻烦

治河初见成效后，麻烦也就来了。
第一个麻烦就是康熙的“动摇”。
康熙喜欢用“廉吏”，康熙最初以为，一

个虽不精通河务的河官，只要廉洁爱民，勤
勉任事，亦能做到熟练河工所能做到之事，
甚至做得更好。而治理河道花了无数的银
子，里面有多少油水，康熙本身是比较清楚
的，还是选择继续让靳辅干下去。

第二个麻烦就是“同僚”的攻击。
这也是由于康熙的动摇与朋党斗争而

产生的，从而产生了“下河案”与“明珠案”。

明珠案是朝廷派系斗争，掺杂到治河当中。
当然康熙还算聪明，并没有将治河与明珠案
掺和到一起，而是分开解决。

下河是治河的后半段，也是河道弊坏
严重，本来下河地区也应该交给靳辅治理。
可由于康熙对靳辅的治河才能和操守发生
了质疑，再加上“靳辅现在督理黄河堤岸，
又令兼海口必致两误；且黄河、海口系在两
处 ”，所 以 康 熙 将 下 河 地 区 交 给 了 于 成 龙

（康熙朝有两名于成龙），但于成龙还是由
靳辅节制。于成龙的方案很简单，就是挖河
道，而靳辅主张筑堤，也就是他的“川”字
堤，二人争吵不断，康熙就想先听取下河地
区官员的想法。

第三个麻烦——地方士绅的阻挠。
下河地区的官员联合起来，上奏《束水

注海四不可议》，反对靳辅的方案。其实就是
靳辅的方法，会大量“侵占”当地地主的田。
结果康熙听了于成龙的意见。好在，康熙还
派人去当地问了当地百姓，又改回了靳辅的

方案。

靳辅的结局

因为靳辅的治河侵害了地主的利益，掌
握大量的治河钱两，再加上靳辅的方案也不
是全部奏效，所以靳辅一直被人“攻击”。

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江南道御史郭
琇上疏劾靳辅，靳辅被革职，又被暂时启用，
旋又被免。

康熙三十一年（1692 年），因后任河道
是个”水货“，勉强治好的河道又有坏的迹
象。康熙又想到了靳辅，保不过此时的靳辅，
身体已大不如前，病逝于任上。

本文原载“历史长河边的磨坊”

历史上的靳辅治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