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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货运反弹 新经济信号释放

常住地落户背后的改革密码

几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连花
清瘟、布洛芬已经成为过气的“网
红”， 取而代之的是新晋热搜单品
蒙脱石散、免疫球蛋白。

而在初代网红药品与新晋流
量之间，被疯狂抢购的还有抗原检
测试剂、新冠特效药Paxlovid、医疗
器械血氧仪等等。

这些药品有的至今一盒难求，
并由此引发概念股兴风作浪，终端
价格暴涨、黄牛出没“大显神通”，
而有的则在极短周期里，从市场上
的宠儿沦为弃子。

复盘这些药品命运起伏的路
径，不难发现它们基本流传并“成
名”于社交网络，以各种“当事人”
“亲历者”甚至以“医生”“护士”的
身份被发掘，然后成为全民疯抢的
对象。

被簇拥上神坛之后，不一样的
声音也会随之涌现，专家及权威部
门给出用药科学建议，从而完成一
次祛魅，在这其中一部分人认识到
抢购的“非理性”，但依然有人执迷
不悟。

就当下蒙脱石散一夜脱销的
情况，专家表示腹泻的对症支持护
理用药，要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预防
脱水， 蒙脱石散冲剂没有止泻作
用，服用过多可能会便秘。

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大
多数人抱着“宁可信其有”的心态
盲目囤药，在没完没了的“清单”指
引下疲于奔命却浑然不觉。

蒙脱石散对抗XBB1.5的“神

话”， 朋友圈里修打印机的黄头小
伙，不管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
联系，我们都要警惕跟风抢药背后
的荒诞逻辑, 远离人群中不分青红
皂白的乌合之众。

人不能一到人群中就丧失理
智，而影响大家判断力的，有时候
并不是事实本身。荒诞逻辑代表了
消费者教育依然不足，对应病毒的
有效知识储备、 心理储备仍显匮
乏， 附着其上的科学用药指引、权
威信息沟通、 专家公信力建设，都
有值得反思和改进的地方。

用药须讲究精准对症，据网传
指引吃药很可能适得其反。这不仅
是对症新冠的用药常识，也是应对
一切疾病基本的科学常识。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以不变应万变，在自
我防护中有的放矢。

新冠病毒每时每刻都可能发
生变异， 毒株致病力可能瞬间变
化， 但这不是我们谈虎色变的理
由。在三年的抗疫路途中，我们积
累了足够的经验，也必然会面对更
多未知。

无论毒株是何种形式，虽然身
体的免疫系统不一定百战不殆，但
是现代医学总会以科学、 理性出
战， 现代社会总会用法律说法，维
护公平的市场秩序。

因此， 也要警惕蒙脱石散等
药物走红背后的黑手，为防止有
投机取巧者囤积药品、 抬高价
格， 有关部门还要加强巡查、依
法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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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非理性抢药
自我防护才能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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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触底反弹

1月3日，国铁集团介绍，2022年全年国家
铁路完成货物发送量39亿吨，同比增长4.7%。
其中电煤14.9亿吨，同比增长13%。全年国家
铁路完成客运发送量16.1亿人。 与此同时，国
家铁路完成运输总收入6936亿元，其中，货运
收入4786亿元，同比增长9.8%。

值得注意的是， 对比前五年铁路货运量
数据，铁路货运量增幅逐渐收窄。2017-2020
年国家铁路货运增量分别为10.1%、9.3%、
7.8%和4.07%，2021年国家铁路货物发送量
37.2亿吨，同比增长4%，是前五年中增量最低
的一年。

“随着电商的发展， 尤其是今年疫情防控
政策的优化，更多的企业选择了货运物流，国家
铁路货物发送量已然开始触底反弹。”科技部国
家科技专家库专家周迪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事实上， 我国今年的货运量早已显示出
“触底反弹”的迹象。国铁集团曾在2022年初
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指出，2022年国家铁路货
物发送量目标为38.04亿吨， 同比增长2.1%，
即意味着货物发送量增幅可能持续收窄。然
而，2022年前5个月货运量首破16亿吨大关，
共完成货物发送量16.18亿吨， 同比增长
4.86%，创下同期历史新高。随后国铁集团在5
月30日召开的全路电视电话会议上将全年国
家铁路货运目标提高1亿吨， 至39亿吨左右，
同比增幅提高了近3个百分点，至5%左右。

而今完成货物发送量39亿吨， 增幅达到
4.7%，基本完成目标。“从长期来看，这一回升
趋势趋于稳定， 释放出了我国长期经济向好
的经济信号。”周迪表示。

多条线路表现抢眼

几条备受瞩目的线路也在“忙碌”中完成
了较好的工作量。从国际线路看，国铁集团介

绍，2022年开行中欧班列1.6万列、发送160万
标箱，同比分别增长9%、10%；西部陆海新通
道班列发送货物75.6万标箱，同比增长18.5%。
同时，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一周年累计发送旅客
850万人次，运送货物1120万吨，开行跨境货
物列车3000列，跨境运输货值超130亿元。

在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
涛看来，国际线路的“忙碌”与其发展战略有
关。“例如，中欧班列正在由‘点对点’起步向
‘枢纽对枢纽’转变，最终要形成干支结合、枢
纽集散的高效集疏运体系， 形成一批具有较
强国际影响力的现代物流枢纽。”洪涛表示。

对于接下来的国际线路货运工作， 国铁
集团表示，将围绕服务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务实推进境外重点铁路建设项目， 持续提升
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开行质量，不
断深化共商规则标准“软联通”、共建基础设
施“硬联通”、共享发展成果“心联通”。

从国内线路看， 素有“中国第一重载铁
路” 之称的大秦铁路等线路表现持续亮眼。
2022年12月以来，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大
秦线日均运量突破100万吨。

此外，2022年，西煤东运大通道瓦日铁路
货运量达到1.03亿吨，年货运量首次突破1亿

吨大关， 使我国再增一条年运量过亿吨能源
运输通道。截至2022年12月28日，浩吉铁路也
提前3天完成9000万吨年度目标任务，累计完
成运量9001.7万吨。

“在物流顶层规划方面，政府部门和大型
物流企业已经能对物流形式进行更为合理的
设计和资源配置。”物流行业专家杨兴顺在接
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 在大
宗散杂货B2B物流领域， 公路货运的占比不
断下降， 取而代之的是水路和铁路运输的稳
步上升。尤其在铁路运输方面，随着铁路政企
改革、铁路货运权的不断开放，越来越多的民

营物流企业也参与到铁路运输当中来， 为铁
路货运市场增添更多新的市场活力。”

今年还将经历修复过程

1月3日会议上， 国铁集团也确立了2023
年主要工作目标，其中包括货物发送量39.7亿
吨，同比增长1.8%，并完成运输总收入8175亿
元，同比增收1239亿元，增长17.9%，总体恢复
到2019年水平。

“未来铁路运输也会有增长，但并不是快
速的反弹，会经历相对漫长的修复过程，逐步
地增加并恢复。”北京社科院研究员王鹏向北
京商报记者介绍，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恢复，
全球的经济也会在经历相对较长时间的修复
后逐步恢复，总体上看，外需在连续两到三个
季度的回落之后会有所增长， 后续我国铁路
货运量也会进一步提升。

“而且我国底子厚，门类齐全，消费能力
和生产能力强。”王鹏介绍，“铁路运输综合成
本在持续降低，但运行效能在持续提升，目前
铁路运输的主要是大宗农产品、 大宗战略物
资，比如能源、矿石，我相信未来除了这些大
宗商品之外， 小批量的定制化商品也可以通
过铁路来运输。”

洪涛也指出， 预计2023年我国将会出现
新的一轮增幅回复轨道。“一方面， 我国的疫
情防控一直在精准优化， 接下来从消费端到
需求端都会持续改善，有了需求，就会有商品
的流通，货运量就会增加。同时，‘一带一路’
进入发展时期，《‘十四五’ 现代物流发展规
划》 也对交通枢纽、 铁路运输提出了新的要
求， 这些都会对我国铁路货运产生影响。”洪
涛表示，“总之，铁路‘先导性、基础性、战略
性’十分明显，在明确的六个现代化目标和具
体的2023年发展目标之下， 铁路运输一定会
率先发挥其‘三性’作用，预计2023年国铁也
会创造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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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根据郑州市公安局官网，近日，在
郑州2019年户籍制度改革的基础上， 郑州市公
安局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
革的实施意见》， 于202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其中提到郑州将实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
度。有专家表示，这一制度是吸引人才的重要举
措，将便利流动人员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促进产
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最终推进城镇化的发展。不
过，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也需要防范人口过载
可能带来的“城市病”。

人住在哪户口就落在哪

此次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放宽了郑州市中
心城区落户条件， 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
制度，提高户籍登记、迁移便利度，畅通社会性
流动渠道，不断优化人口分布。

凡在郑州市中心城区具有合法稳定就业或
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的人员，不受社保缴费
年限和居住年限的限制， 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
活的配偶、子女和父母，可以在郑州市申请登记
城镇居民户口。

“人口居住在哪里、户口登记就在哪里。”以
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被视为我国“十四
五”户籍制度改革核心目标。

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
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首
次提出“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
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2021年发布的《“十四五”规划纲要》也提
出， 在积极推动实现省级行政区域内城镇户口
通迁的基础上，逐步推动实现跨省户口通迁，力
争到2025年底，除极少数超大、特大城市外，在
全国范围内建立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2021年12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
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行动方案的通知》，
其中提出，将完善落户机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
登记户口制度；2022年8月， 山东省发改委官员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山东省率先在全国实行
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省内户口迁移实现

秒级办理。
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对

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建立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
口制度是一项城市户籍政策改革， 是针对许多
城市人口下降的现状而制定出台的政策， 也是
吸引人才的重要举措。

算算“抢人”背后的经济账

在户籍制度进一步放宽的背景下， 将有利
于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 生活的农业转移人
口及其他常住人口有序落户郑州，落户城市。

“郑州出台的一系列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措
施，力度十分巨大。放宽了‘持居住证落户需满1
年’‘租赁房屋入户需满1年’ 等落户政策限制，
将有利于吸引人才进入城市， 鼓励居民在城市
进行购房、投资等活动。”洪涛说。

对于流动人员来说， 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
籍制度的实行将让他们从中受益。 河南泽槿律
师事务所主任付建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该制
度简化了登记落户的办理流程， 使得流动人员
也能够享受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公
共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

2022年6月13日，郑州市统计局发布的2021
年郑州市人口发展报告显示， 全市2021年末常
住人口1274.2万人， 比2020年末增加12.5万人。
2021年全市常住人口占全省常住人口的
12.89%。

人口城镇化水平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
较强的正相关。大量劳动力落户城市，将促进产
业的发展，扩大内需，带动消费。郑州市的主导
产业是电子信息、汽车、新材料等战略性产业，
以郑州的龙头企业富士康为例，1月3日，根据媒
体报道， 富士康郑州科技园区目前用工人数稳
定在20万人左右。在拥有大量劳动力的同时，郑
州也需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留住劳动力，以支
撑产业的发展和经济的运行。

“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籍制度无疑是保障
就业者的户籍、居住地和就业地的统一，体现了
城市户籍政策的惠民导向， 能够促进要素自主

有序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激发全社会创造
力和市场活力，推动城镇化进程，从而促进经济
全面均衡的发展。”付建认为。

推动城镇化但需提防新问题

不过，户籍制度改革、实行以经常居住地登
记户口制度的并不只是为了“抢人干活”、扩大
内需那么简单， 而是为了逐步打破城乡分割的
二元户口管理结构，实现人口自然流动，实现我
国的城镇化目标。

“截至2021年底，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
64.72%，随着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将极大地
促进我国城镇化，特别是城市化进程。”洪涛说。

根据郑州市统计局，2021年，郑州市的城镇
化率继续平稳增长，2021年末全市常住人口中，
居住在城镇地域的人口为1007.9万人，占常住人
口的79.1%， 城镇人口比重提高0.7个百分点，分
别比全国的64.72%和全省的56.45%高出14.38
个和22.65个百分点。

但与此同时， 人口的增长会增加城市的压
力。一些超大型城市、特大型城市一味追求人口
规模的同时，也会出现一系列的“城市病”、弊端，
如交通拥挤、城市资源短缺、消费严重对外依存
度提高、生活成本增加、降低宜居程度等问题。

付建认为，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来看，人口的
快速增长加重了城市交通运输的压力， 可能会
造成交通堵塞、拥挤等问题，同时影响了城市对
于治安和社会秩序方面的管理。同时，人口造成
了就业的压力，也影响着城市的资源分配。

此外， 户籍制度改革的探索还需要更多的
支持。“户籍地与居住地的统一应是大趋势。郑
州出台这样的规定，先行先试，探索解决户籍地
与居住地统一面临的问题， 值得肯定和鼓励。”
四川天府健康产业研究院首席专家孟立联对北
京商报记者表示， 解决户籍地与居住地相统一
的问题， 要探索处理与户籍权利相联系的一系
列问题，仅一个省会城市政府的权限是不够的，
需要中央的授权和支持。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袁泽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