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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7日上午 8时，3年没回家过年的陈晨难掩激动，
提前2小时就坐在了河南郑州东站的二楼候车大厅。熟悉
的春运又回来了，真好！他盘算着，再坐两个多小时高
铁，就能到达老家湖北襄阳。

过去一年，陈晨在郑州市南龙湖镇的一个工地打
工，待手里的活一忙完，他就赶紧收拾好行李、买好车
票。“老婆孩子在老家，都盼着我回家过年呢。”陈晨
说，“大家身体健康，一家团圆最重要。”

1月7日，持续40天的2023年春运正式拉开帷幕。交
通运输部门预计，春运期间客流总量约20.95亿人次，比
去年同期增长99.5%，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70.3%。

作为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后的首个春运，不少人关
心，今年春运是否运力充足？健康安全如何保障？为
此，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强化出行服务和安全管
理，全力保障春运平稳有序进行，让旅客的回家之路与
平安温暖相伴。

精准投放 运力调度更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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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表示，随着“乙类乙管”措施
加快落地，跨区域人员流动性加速释放，春运客流将从
低位运行转向快速恢复。

从客流构成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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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空分
布看，预计节前以大城市向周边城市、主要劳务输出省
份迁移为主，节后则以主要劳务输出省份、中小城市向
中心城市聚集为主，1月27日和2月6日前后将出现两个
返程高峰。

应对客流回暖，交通运输部门精准投放运力、科学
协调调度，确保旅客有序出行。

1 月 7 日，银兰高铁迎来首个春运。在甘肃庆阳站
内，旅客张国林拖着沉甸甸的行李箱，拎着一大袋年
货，激动地准备登车。

“以前从庆阳回兰州，坐大巴车需要七八个小时。”
张国林说，银兰高铁的开通，让庆阳和兰州之间有了直
达动车。“最快3小时59分就能到达，回家更方便了。”

高铁是春运出行的主力。2022 年，随着一批新线新
站开通，中国高铁新增里程2082公里。

在西南，新成昆铁路全线开通以来，成都至攀枝花
段旅客上座率一直维持在96%左右；在中原，郑渝、郑濮
高铁开通后，河南已实现了市市通高铁；在华东，湖杭
高铁使湖州成为长三角“1小时经济圈”中的一个重要节
点……随着“八纵八横”高铁网越织越密，春运运力普
遍提升。

国铁集团春运期间客车开行方案显示，节前、节
后，全国铁路高峰日最高可开行旅客列车分别为 6077
对、6107对，客座定员分别为904万人、914万人，最大
客座能力比2019年春运期间水平增长11%。

今年春运火车票好买吗？“车票预售情况是每天在
1000万张左右，总体上能够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国铁集
团客运部客运管理处处长宁斐表示，铁路部门每天都会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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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民航看，春运第一天，民航共发送旅客 97.6 万人
次，比2022年同期增长24.9%。中国民用航空局总飞行师
万向东说，预计今年民航客流量将明显增长。在筑牢安
全底线前提下，国内许多机场都在根据实际能力适度提
升保障容量。

据了解，烟台国际机场将与全国 54个城市保持稳定
通航，计划执行出港航班约 4500架次。结合过往春运出
行特点，烟台国际机场今年新增恢复了飞往鸡西、鄂尔
多斯、西双版纳等城市的航班，大部分增班计划从1月上
旬一直持续到3月底，为市民春节出游提供了更多选择。

根据民航部门掌握的订票情况，峰值将出现在1月18
日至 1 月 20 日；从订票量看，北京—三亚、上海—北
京、北京—海口等航线居于前列。“截至 1 月 5 日，在国
内定期客运航班计划的基础上，我们又批复春运期间国
内航线加班 10313 班，其中涉及北上广的航线加班 3459
班。”万向东表示。

在交通运输部综合应急指挥中心，监控大屏上一张
张数据图、实景图实时监测全国各地高速公路网情况。

据悉，春运期间，自驾车、城际拼车、定制客运等出行
比例将进一步提高。交通运输部预计，高速公路日均车
流量约为3100万辆，较2019年春运增长5.5%。其中，小
客车日均流量约为2620万辆，较去年同期增长3.6%。

往年春运一般是“客增货减”，今年春运期间，由于
疫情流行高峰陆续到来，群众对药品、防疫物资的寄递
需求有较大增长。

国家邮政局专门制定了 《邮政快递业 2023年春节期
间寄递服务保障工作方案》，指导快递企业根据不同地区
的实际寄递需求，合理承诺服务事项，安排必要数量的
营业网点和作业人员。“近期已有不少企业陆续公布了春
节期间的运营计划，我们将进一步督促企业切实履行相
关服务承诺，努力保障好春节期间的寄递服务质量。”国
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指出。

做好保障 出行路上更安全

平安过年，是老百姓最朴素的期待。作为一年中最
大规模的人员流动，安全是春运工作的重中之重。

“受疫情反复冲击，交通运输业长期处于低负荷运行
状态，从业人员技能难免出现生疏，加上岁末年初历来
是安全事故高发期，春运期间低温、寒潮、雨雪、冰冻
等恶劣天气易发多发，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增多。”徐成光
分析，种种因素给春运平安出行带来一定压力。

督促运输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要求，对拟投
入春运的设施设备进行全方位的检查和维护，严把从业
人员的安全素质关……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
结介绍，道路运输部门前期已对春运期间的安全保障和
应急处置工作做出系统部署。

在路网和车辆运行方面，各地将对长大桥隧、连续
长下坡等路段加强风险排查，出现低温寒潮、冰冻雨
雪、团雾浓雾等恶劣天气后，强化信息提醒和应急处
置，及时开展清雪除冰工作。

此外，农村地区的交通运输安全需格外关注。相关

数据显示，近两年春运期间，农村地区交通事故占比较
高。“我们将加强安全监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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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团结
告诉记者。

春运期间，人员交叉活动密集，感染风险大。因
此，疫情防控仍是春运工作的重要内容。

万向东称，做好民航重点场所的清洁消毒、通风工
作，降低感染风险，才能让旅客安心出行。

“我正在执行消杀任务，请注意避让。”1月8日，在
北京大兴机场航站楼，一台圆柱形的消毒机器人正在防
疫消杀。只见其不间断提醒旅客注意避让，边走边呼呼
往外喷雾。

大兴机场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春运，为了营造健
康安全的出行环境，机场引入了一批消毒机器人加强消
杀。为确保航站楼空气质量，机场的空调新风系统将保
持室内新风量不低于每小时30立方米/人，并在航站楼公
共区域实时展示空气质量指数。

铁路方面，有关部门在进站口、售票窗口及安检通
道等关键部位，积极引导公众有序排队，具备条件的情
况下，分散候乘、分散就座。同时，有关部门鼓励使用
无接触式服务，加快推进铁路、民航以及与城市轨道交
通之间的顺畅衔接和安检流程优化，从而减少换乘等候
时间和人员聚集。

平安畅通的背后，是无数“春运逆行者”的默默付出。
1月7日，地处吉林通化老岭山脉南麓的黄柏火车站，

厚厚的积雪落满道岔。还有4个多月就要退休的站长麻铭
秋，抓紧利用间休时间完成除雪作业。“今年春运是我的
第40个春运，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服务好每一名旅客。”

今年也是南航地面服务工作人员陈燕青、娄旺夫妇共
同保障的第 18个春运。同往年一样，夫妻俩已提前把两个
年幼的孩子送到湖南的爷爷奶奶家，以便全身心投入春运
工作。在陈燕青看来，只要心在一起，在哪儿都是家。

“您好，上车请注意脚下安全”“您好，行李箱不能
摆放在过道上”“您好，热水在车厢的两头”……今年春

运是 90 后列车长张慧工作以来的第 11 个春运，她值乘
G894次南昌西至北京西的复兴号高铁。因为要往返车厢
巡视，一天下来，她行走的步数总能排在朋友圈前列。

“更多人能回家团聚，我的坚守就有价值。”张慧说。
一线从业人员的坚守，铺就了万家团圆的平安路。

春运期间，他们的健康将如何保障？
“我们将督促经营者加强一线从业人员的健康监测，

实施症状管理，出现发热等症状的第一时间报告，并停
止作业，必要时开展抗原或者核酸检测。”蔡团结提醒，
要建立实施关键岗位轮岗备岗制度和跨区域人员运力调
配机制，做足应对可能出现的一线从业人员大面积感染
的准备，确保人员接替有序，服务不断不乱。

“安全工作永远在路上。让我们共同努力，确保今年
春运安全平稳有序，让大家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蔡
团结说。

服务升级 归乡旅途更温馨

春运，不仅要“走得了”“走得快”，还要“走得
好”。今年春运，各部门推出不少实招，推动服务升级，
让归乡旅途更加温馨。

“现在学生优惠票使用更灵活了，方便我们根据个人
实际选择回家时间。”1月8日，寒假在成都实习的大三学
生许同学坐上了返回老家的高铁。

据介绍，得益于新版 《国铁集团铁路旅客运输规
程》，自 2023年 1月 1日起，学生优惠票不再规定乘车时
间限制。学生旅客凭附有标注减价优惠区间和火车票学
生优惠卡的学生证，每学年 （10月1日至次年9月30日）
任意时间可购买家庭居住地至院校 （实习地点） 所在地
之间4次单程的学生优惠票。

“学生票按年计次，这样我今后国庆和元旦回家也可
以享受学生票优惠了。”许同学笑着说。

此外，春运期间，铁路部门将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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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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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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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力量也在融入铁路客运服务的全过程。
在全国多地，售票、进站、认证等多环节数据，无

缝接入火车站中控室。通过大数据计算，旅客可享受到
“智能值守”的便捷服务。

车站内，全方位覆盖的互联网信号、疫情防控智能
药箱……新技术的应用让越来越多的旅客在出行中感受
到更精细化的服务。

“给旅客一个微笑，温暖回家的旅途。”在乌鲁木齐站
“丝路明珠”服务台前，客运员孙燕面带笑容解答着旅客咨
询，“今天通过网络预约服务的重点旅客有好几位。”

乌鲁木齐站将关爱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作为服务
重点。针对老年人及脱网人群，“丝路明珠”服务台持续
加大关爱力度，配备轮椅、担架等辅助器具，帮助在
12306 网站预约的重点旅客优先进站，协助其乘降电梯、
便利出站等。

连接大江南北，服务四面八方，铁路事业不断发
展，为民初心始终如一。

对民航来说，每年春运都是一场“大考”。今年春
运，各大航空公司纷纷推出特色服务，让旅客平安、便
捷出行。

记者了解到，国航和国铁集团联合推出空铁联运产
品，辐射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双城经济
圈，为广大旅客提供了“无缝衔接、中转高效”的地空出行
体验；南航针对北京大兴出港飞往海口、三亚等“候鸟”
航班，为“候鸟老人”提供更加人性化的乘机服务体验。

万向东介绍说，春运期间，民航各单位将充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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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时，将通过采取增加热线线路等措施，提升客服电话的
接听率，及时处理好旅客的各项服务诉求。

“对交通运输部门来讲，今年的春运‘考题’可能更
难！”徐成光表示，全体交通人将以最大能力、最佳状
态、最优服务，努力打造平安春运、健康春运、便捷春
运、舒畅春运，为人民群众过一个安乐祥和的春节作出
应有贡献。

1月7日春运首日，铁路迎来客流高峰，在湖南长沙南站、长沙站的候车室、站台及列
车上，工作人员为旅客提供防疫宣传、引导咨询、重点帮扶、平安应急等服务，营造良好
的出行环境。

为让旅客体验到更多新客规的便利，践行广铁集团“悦旅途、悦精彩”服务要求，实
现广铁集团“六个更好”春运目标，长沙客运段团委联合高铁动一、动二、动四车队及长
京车队党总支组织40余名党团青年开展了“暖情春运 长客伴您行”志愿服务活动，为旅
客回家路送上暖心陪伴。

高铁动二车队的蒋子怡，从入路开始年年参加春运志愿服务活动，她说：“每年春运都
是铁路最忙的时候，今年许多游子回家过年的意愿更强烈。今年春运也是实施新《铁路旅
客运输规程》的第一个春运，部分旅客还不清楚变化点，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宣传好服务好
旅客，让旅客旅途更温馨、更安全、更满意，让更多旅客有更新更好的体验。”

1月1日起，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正式实施。为了让旅客了解铁路更多利民惠民
新政策，该段提前印制宣传册，还把车上补票方式等重要变化内容印在手举板上。工作人
员向旅客发放宣传册、解读条款新变化，引导旅客扫二维码了解更多政策细节。

“没想到我儿子1.58米还能买儿童票，来回一趟省了好几百呢！这个好消息我还发了朋
友圈告诉身边的宝妈们。”湖南省怀化市刘女士带着11岁的儿子坐高铁回娘家，连说遇到
了好政策。

当天，工作人员共发放铁路新客规宣传资料 400 余份，服务旅客 500 余名。春运 40
天，工作人员将用心用情服务好每名旅客，为实现“平安春运、有序春运、温馨春运，让
旅客体验更美好”春运理念贡献青春力量。

长沙客运段：

用心用情服务好每名旅客
章 秋 李崚钰文/图

让回家之路与平安温暖相伴
本报记者 刘乐艺

▲1 月 7 日，旅客和乘务
员在 G1373 次列车上拿着新
年装饰品合影留念。

新华社记者 王 翔摄

▶1 月 7 日，在海南海口
美兰国际机场，工作人员挥
手送别即将起飞的飞机。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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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工作人员和旅客合影留念。
图②：工作人员向旅客介绍新实施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
图③：工作人员送老人上车。

图①：工作人员和旅客合影留念。
图②：工作人员向旅客介绍新实施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
图③：工作人员送老人上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