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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 日，历时 40 天的 2016 年春运
落下帷幕。盘点今年春运，喜人的变化
悄然出现：运力增加，旅客走得更顺；服
务提升，旅客走得更满意；道路畅通，旅
客心气顺了。

高铁出行成主流

今年春运骂铁路的声音少了，“一票
难求”不再像往日那样困扰百姓，这主要
归功于高铁。

高铁带来了中国人出行革命式的转
变，也为缓解“春运难”起到根本性作
用。截至去年底，我国高铁运营里程达
到 1.9 万公里，居世界第一，占世界高铁
总里程的 60%以上。高铁与其他铁路
共同构成的快速客运网已基本覆盖 50
万人口以上城市。

今年春运，长三角成为全国开行动
车组列车最多、动车组列车占比最高、动
车组列车开行密度最大的地区。2012
年春运开始，上海铁路局高铁列车的开
行比例从 55.7%、60.7%、63.1%、64.6%，
一路攀升到 2016 年的 67%，是我国高铁
春运的发展缩影。

2016 年春运期间全国旅客发送量
超过 29.1 亿人次，其中铁路客运量 3.25
亿人次，动车组旅客发送量 1.47 亿人

次，同比增加 3230万人次，增长 28.2%。
铁路部门服务理念的不断创新也是

今年春运的亮点。春运期间，互联网售
票量占总售票量的 64.6%，占比超过一
半。铁路部门充分利用 12306 网站、手
机 APP、车票预售期提前等措施，方便
人们出行。

今年春运期间，交通运输系统着重
强化了各种运输方式的协同配合。不仅
加大运力供给，让旅客乘坐不同运输工
具，衔接时更省心、省力、省时。同时也
加强城市内外的运力衔接，城乡间的运
力衔接不断加强。针对春运期间农村地
区探亲访友、集市庙会较为集中等情况，
积极发展城乡公交、镇村公交，增开农村
客运班车。

信息技术显身手

今年春运，交通运输部首次利用大数
据分析手段，对旅客出行规律进行了研
判，并加大运力供给，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根据大数据研判预测，交通运输部
确立了春运 40 天客流总量排名前 10 位
的省份和城市。有了大数据的研判，交
通运输部门统筹强化各种运输方式的协
同配合，加大运力供给，保障了旅客春运
出行。其中，铁路每天安排图定旅客列

车超过 3480 对，同比增加 440 余对；公
路投入大中型营运客车 76 万辆，平均日
发班次 250 万个、近 2200 万客位；水路
投入船舶 1.4 万余艘、67 余万个客位；民
航安排航班 52万余班次，同比增长 7%。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云存储等信
息技术的成熟应用，春运逐次步入“互
联网+”时代。铁路部门充分利用微
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及时发布列车开行、正晚点、余票等出
行服务信息。上海铁路局进一步扩大无
线 WiFi 服务范围，在合福、宁安铁路
沿线车站推出免费 WiFi 服务，相关车
站由此前的 32 个扩大至 36 个，旅客登
录后既可查看车站候车、票务、便民等
服务信息。济南西站“高铁齐鲁行”
APP 升级到 2.0 版后，能够预约重点旅
客绿色通道，进行网上预约订餐，送餐
范围从站内扩展到了站台。

作为春运主力的公路运输也成为各
大科技公司“显露身手”的赛场。百度地
图、高德导航等数字地图，借助大数据

“升级技能”，或预测路面状况，或“直播”
春运，为驾车回家的人们提供重要参考。

出境旅游创新高

以前，春节最大的意义就是回家过

年。如今，旅游度假越来越成为新的过
年时尚。今年交通运输部首次利用大数
据分析旅客出行规律发现，约 80%的出
行为探亲访友，10%左右的出行为旅游
度 假 ，度 假 人 群 中 有 17.7% 选 择 了 出
境游。

中国旅游研究院和携程旅行网发
布的报告预计，2016 年春节出境游人
数预计将达到 570 万至 600 万，如果
以人均旅游相关费用 1.5 万元计算，中
国 游 客 春 节 出 境 花 费 或 将 达 到 900
亿元。

春节外出旅游已经逐渐成为很多
中国人重要的过年选择。中国海外消
费市场蕴含巨大潜力，不仅体现在传
统的购物消费、餐饮、住宿消费上，
还包括文化体验、移动支付消费等。
2016 年春节出境旅游形成小高潮。国
家旅游局发布的消息称，最热门的出
境旅游目的地国家和地区为日本、泰
国、台湾、韩国、澳大利亚、越南、
新加坡等。民航部门数据显示，虽然
年初人民币贬值、股市浮动对出境游
市场造成干扰，但春节假期中国民航
出入境航线方面依旧保持了良好的增
长态势，较去年春节黄金周增幅超过
15%。

历时 40天的春运落下帷幕——

今 年 春 运 亮 点 多
本报记者 冯其予 齐 慧

春运落下了帷幕。在 40 天时间

里，铁路、公路、水路、民航等完成了超

过 29.1亿人次的巨大运量。

在近30亿这个巨大的数字后面，是

亿万个家庭的合家团聚，是数千年中华

文明中的传统亲情不断延续。从春运可

以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已然发生了巨大变

化，百姓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排队现象减少了，体现出的是技

术和网络对百姓生活的改变。来自中

国铁路总公司的售票大数据显示，

2015 年春运，线上(互联网+手机)售票

占比已经达到 54.6%；今年春运，则进

一步提高到 64.6%。不仅使排队现象

减少了，临时售票点消失了，黄牛也减

少了，也说明智能手机和手机上网在

老百姓中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技术

和互联网对群众生活的影响越来越

大，我国已经快速进入网络时代。

动车比例的增加和民航旅客的爆

满，体现的则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今年春运，动车组的出行比例继续提

高，占到铁路总运量的六成。这说明人

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有意愿也有能力

得到更好的出行体验。

拼车出行则体现了群众创新意识

和环保意识的提升。今年，除了传统

的“铁公机水”和部分摩托车返乡，顺

风车第一次成为有影响力的回乡方

式。据不完全统计，春节期间，仅通过

滴滴顺风车返乡和返程人数已突破百

万，这说明全社会的创新意识不断提

高，普通群众对于新事物有了更强的

接受能力，同时也说明群众环保意识增强了，对于调配社会闲

置运力的愿望得到提升。

反向客流和境外旅游人数的增加体现出国人观念的变

化。现如今，虽然票好买了，但许多人开始异地过年，让父

母从老家到大城市来同子女一起过年。春节前往大城市、节

后离开的客流量明显增加，以往火车、航班满载去、空载回

的现象少了。相当数量的人选择了全家境外游，2016年春节

出境游人数预计将达到570万至600万，这不仅体现了消费能力

的提升，更多的反映出观念的改变：不管在哪里，只要家人在一

起就是团圆。

透过数字看变化

韩

白

值班站长日记

见证变化真幸福
3月3日 晴

西安北站值班站长 崔凌锐

春运期间，客流整体比较平稳。西安北站2011年1
月11日开通运营时，一个春运仅发送了10万人次，今年
春运已经发送了200万人次了，翻了20倍。

今年春运我最大的感受是，高铁的发展实在是太快
了。这几年，随着西宝高铁、大西高铁的开通，已经形成
了以西安为中心的高铁“城市生活圈”，与全国越来越多
的大城市实现了高铁直连。

西安北站作为西部地区最大最早的高铁站，最早
吸引的大都是商务、政务流，这几年来，随着经济社会
的发展，加上高铁节省时间、服务周到、环境舒适，而
且票价5年不增长，学生、创客、旅行团以及外出务工
人员都开始坐高铁，高铁在陕西已经成为出行首选了。

这几年，随着各城市之间交往越来越频繁，老百姓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旅客穿着时尚，脸上洋溢着幸福和知
足。旅客候车时都喜欢玩微信，手机也是各式各样，都很
漂亮。科技的发展，让彼此的交流越来越顺畅。

作为铁路人，能够亲眼见证经济社会的发展，真的很
幸福。今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随着西成、徐兰等多条
高铁线路的陆续建成、运营，西安北站的枢纽地位将更加
凸显，老百姓的出行会更加顺畅。

（本报记者 黄晓芳整理）

北京南站值班站长、润秋服务组组长张润秋：今年春运
北京南站日均发送旅客达 11 万人次。大多数旅客在出行、
购票方面，将网络、手机客户端作为首选，很多旅客会针对
手机注册、身份验证的问题现场咨询。为此，工作人员不仅
做好日常服务，还及时补习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知识，做到
旅客有相应求助时，能够及时给予解决。

哈密火车站客运员赵丽婷：兰新高铁开通后，以乌鲁木
齐为中心的 4 小时城市圈成型，旅客坐动车出门成了一种习
惯。今年春运，乌鲁木齐至哈密动车增开 12 趟，少数民族
旅客也在增多。我们车站开展了“交换语言”结对子活动，
组织维吾尔族、汉族客运员互学语言。如今，碰到少数民族
旅客，我们也能快速沟通，为旅客提供优质服务。

呼和浩特火车站售票员张秀红：今年春运，客流较去年
略有增长，但车站服务设施也在不断改善，特别是网络、电
话售票在迅速普及推广。呼和浩特火车站在全部开放人工售
票窗口的基础上，启用了位于站前广场的售取票厅，设置自
动售取票机 22台，网络购票比例达到了 56%。

乌鲁木齐客运段北京车队京七组列车员艾再孜·吐尔

迪：我跑了 30 年去往北京的车，每次跑车都带着几个小板
凳，在列车超员时给无座票的老人和孩子坐。今年春运期
间，除了客流高峰那段时间，我的小板凳用得没有以前多
了。如今增开的列车多了，旅客购票方便了，我们这趟热门
车的旅客被分流了，车上没有那么挤了。

(本报记者 齐 慧整理)

铁 路 职 工 谈 春 运

为旅客提供优质服务

① 太原铁路民警在详细解答旅客的询问。 梁华瑾摄

② 3 月 2 日上午，成都铁路局成都站客运车间值班员张允在为旅客指引候

车区域。 胡志强摄

③ 济南铁路局高速动车队工作人员照顾重点旅客。 王玉建摄

“十二五”时期，我国交通运输发展
实现了由“总体缓解”向“基本适应”的重
大跃升，成绩斐然。迎来“十三五”，交通
发展仍面临着有效供给不足等结构性问
题。如何实现科学发展？如何更好地提
升百姓获得感？《经济日报》记者就交通
运输行业如何加大供给侧改革及深化出
租车改革等热点问题，采访了交通运输
部党组书记、部长杨传堂。

记者：“十二五”时期我国交通运输

取得了哪些成就？“十三五”时期我国交

通运输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有哪些？

杨传堂：“十二五”时期，我国综合交
通基础设施网络加快形成，5 年完成交
通固定资产投资超过 12.5 万亿元，是

“十一五”时期的 1.6 倍。高铁、民航客
运量年均增速达 10％和 9%，货运转型
升级步伐加快。我国运输服务年总营业
收入相当于全国 GDP 的 10%。交通运
输在稳增长、扩内需、保障改善民生、优
化国土空间开发和扩大对外开放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支撑作用。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进入
新常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
的任务繁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
务。“十三五”时期我国交通运输在供需
两端都有广阔的空间和发展潜力。

从需求和供给两端看，“十三五”时
期交通运输发展仍面临总量问题，但主
要是结构性问题，突出表现为有效供给
不足，我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任务
依然繁重，客运快捷舒适、货运经济高效
的要求更加突出。我们必须加快建设现
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扩大交通基础设
施和运输服务有效供给，满足人民群众
对交通运输的新期待，实现由“基本适
应”向“适度超前”的历史性跨越，加速我
国交通运输现代化进程，建设世界交通
运输强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当好先行。

记者：“十三五”时期，交通运输行业

如何推进供给侧改革？总体思路是什么？

杨传堂：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是拉动内
需的重点领域，运输服务效率直接影响经
济运行成本，交通运输的供给质量和效率
与经济供给侧紧密相连。在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降低物流成本
和扩大有效供给等方面对交通运输工作
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我们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指明了工作方向和重点。

总体思路是以全面深化交通运输改
革为动力，以提高交通运输质量和效益
为中心，以结构调整为着力点，扩大交通
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有效投资，加快建设
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努力提供更完
善的基础设施网络、更优质的运输服务，
推进交通运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满
足中高端和个性化运输需求，更好适应
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求结构的新

变化。
在扩大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有效供给

方面，“十三五”时期，要加快补齐综合交
通运输短板，高速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3
万公里以上，新建改建高速公路通车里
程 3 万公里，加快内河高等级航道建设，
新增和改善航道里程 4500公里左右，新
增民用运输机场 50 个。通过增加有效
供给，加快优化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
布局。

记者：如何让百姓有更多获得感？

2016 年与民生相关的交通建设项目有

哪些？

杨传堂：这两年，我们连续推出贴近
民生的实事任务，就是要从群众能够看
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入手，锲而不舍推
进，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
交通运输的新需求、新期待。同时，公布
民生实事目标，也是推动交通运输部门
进一步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形成倒逼机
制，更好地接受社会监督。

2015 年，我部推出的 10 件民生实
事超额完成 6 项、提前完成 3 项、按时完
成 1 项，受到百姓欢迎。经广泛征求意
见，2016 年我们又确定了 13 件交通运
输更贴近民生实事，其中有 5 件是 2015
年任务的深入推进，有 8件为新增。

从主要内容上看，可以分为促进城
乡交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公路
水路安全保障水平、提升交通运输便利
化三类。包括农村公路新改建项目、农
村客运通达项目、实施公路安全生命防

护工程等项目。此外，今年还将实现推
行计时培训、按学时收费、先培训后付费
服务模式的驾驶培训机构覆盖率达到半
数以上。这些惠及百姓的项目今年会加
大力度尽快完成。

记者：百姓对“专车”市场管理、出租

车改革非常关注，请问下一步有何打

算？工作重点是什么？

杨传堂：2015年10月10日起，《关于
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
发展的指导意见》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两个文件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经汇总梳理，共收到
5008件、6832条意见建议，并向社会公布
公开征求意见情况，全面客观、原汁原味
地反映了各方面的主要意见及理由。

对征求到的所有意见，交通运输部会
同有关部门，按照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依法
治理、积极鼓励创新的原则，进行反复研究
协商，逐一研究提出处理方案，确保不让一
条意见“沉没”。在两个文件研究制订过程
中，我们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以乘客为
本，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努力平衡各方利
益，以实现改革的最大“公约数”。

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会同有关部
门进一步加强研究论证，完善相关政
策。同时，更好发挥“互联网+”作用，鼓
励新业态创新规范发展，推动行业转型
升级，构建多样化、差异化出行服务体
系，不断提升行业服务水平，促进出租汽
车行业稳定健康发展，更好地服务于人
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增强有效供给 提升百姓获得感
——访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杨传堂

本报记者 齐 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