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铁路出行更加方便快捷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轶辰

铁路密布，高铁飞驰。2018 年，
10余条铁路新线正式开通、多款复兴号
新型动车组集中亮相、一批铁路便民新
举措加速推出、香港首次进入全国高铁
网 …… 我 国 铁 路 事 业 快 速 发 展 ， 为
2019 年春运带来全新气象，给人民群
众创造更加方便快捷舒适的春运。

运输能力显著提高

据铁路部门预计，2019 年春运全
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4.13亿人次，同比
增加3176万人次。

“为保障春运顺利运行，铁路部门充
分运用铁路建设和装备升级发展成果，
利用新增线路和动车组资源，最大限度
增加运输能力。”中国铁路总公司副总经
理李文新说，2019年春节前后分别安排
开行旅客列车 4787 对和 4860 对，客座
能力比上年春运增长 5.4%和 5.2%。同
时，在京广、沪昆、贵广等高铁继续增开
夜间动车组基础上，2019年又在渝贵间
增开夜间动车组列车，增加需求最为旺
盛的广州至成渝通道的运输能力。

与此同时，路网不断加密也将为今
年春运提供助力。其中包括:京哈高铁
承德至沈阳段、新民至通辽高铁、哈尔
滨至牡丹江高铁、济南至青岛高铁、青
岛至盐城铁路、杭昌高铁杭州至黄山
段、南平至龙岩铁路、怀化至衡阳铁
路、铜仁至玉屏铁路、成都至雅安铁
路。2018年最后一周，这10条铁路新

线密集开通，为全国人民送来了年度
“收官大礼”。加上此前开通的一批线
路，2018年铁路投产新线4683公里，其
中高铁4100公里。

诸多铁路新线的投运，大幅压缩了
旅客列车运行时间，让多地首次满足了
沿线人民群众乘坐动车组出行的需求，
更为提高铁路运输能力，特别是提升
2019年春运运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购票体验不断提升

“购票”是每年春运的难题。李文新
表 示 ， 今 年 春 运 铁 路 部 门 采 取 改 版
12306 网站、优化网络购票流程、实行
网上刷脸核验、实行候补购票和电子客
票试点等多项措施，将进一步提升旅客
购票体验。

据介绍，早在 2018 年 12 月 27 日，铁
路部门就在铁路12306网站（含手机客户
端，下同），选取 2019 年春运能力部分紧
张方向列车的长途区段，开展候补购票服
务试点，以进一步改善旅客购票体验。据
悉，实行候补购票服务试点的节前车次为
北京、沪宁杭、广东地区始发，终到四川、
重庆地区的所有列车；节后车次为四川、
重庆地区始发，终到北京、沪宁杭、广东地
区的所有列车。

目前，12306网站的所有注册用户均
可自愿申请试点列车候补购票服务。为
确保用户的真实性，在12306网站注册的
用户须在网上通过刷脸认证方式，通过人

证一致性核验后，方可获得该项服务。
据统计，截至 1 月 17 日，铁路部

门一共接到候补订单 29.4 万笔，剔除
旅客主动退单，待兑现的订单 19 万
笔，成功兑现 11.9 万笔，车票 17.8 万
张，兑现率达到62.6%，效果良好。

推出服务新举措

为满足春运旅客出行全流程需求，
铁路部门还推出了多项服务新举措。

在方便旅客出行方面，铁路部门将
进一步丰富铁路信息服务内容，在利用
微信、短信及12306客户端主动向旅客
推送购票通知、行程提醒的基础上，增加
列车径路调整、长时间晚点、编组及席位
变化等信息，为旅客出行提供信息指引。

在提高进出站效率方面，将增加自
助进站核验通道，并在700个动车组停

靠车站，实行持二代身份证自助进出站
检票。同时，将进一步扩大便捷换乘车
站数量，推进铁路车站与地铁站安检互
认，减少重复安检。

与此同时，在春运客流集中城市主
要大站进站口增设快速进站绿色通道，
适应旅客紧急进出站需求。落实车站封
闭式管理措施，杜绝无票人员进站上
车。依法处置违反铁路乘车管理规定行
为，维护正常乘车秩序。

“安全是春运的生命线。”李文新介
绍说，经过几十年的实践，铁路系统具有
完备的应急处置预案。另外，铁路系统
200 万干部职工节日期间将坚守岗位，
尤其是利用除夕、初一、初二这3天临客
停运空当，安排50万名职工上岗检修固
定设施、机车车辆移动设备，确保节后运
输安全稳定。“确保春运安全尤其是高铁
安全万无一失。”李文新表示。

经过多年快速发展，我国交通运输
服务能力大幅提升，为做好春运工作提
供了有力支撑。截至2018年底，全国公
路网运营里程达486万公里，高速公路
通车里程 14.4 万公里。但随着小汽车
保有量持续快速增长，群众自驾车出行
比例持续高涨，运输组织保障工作仍面
临较大压力。

据交通部门预计，2019年春运期间
公路网车流量可能增加6%至7%，高速
公路出口流量将会增加9%至10%，高达
约11.8亿车次。为保障道路畅通，交通
部门将加强公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
重要通道、关键节点的实时流量情况。

为了更好地方便人民群众自驾回
家过节，交通部门将重点推出一系列保
障措施。春运期间将继续落实春节假
期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除夕到正月
初六免费通行。相关部门还将推进电
子不停车收费系统免费安装服务，方便
自驾出行。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刘小明透露，交
通部门在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推出了延
时服务举措，并在京沪、京哈、京
港澳、沈海、长

深、连霍等高速公路940对服务区建成了
7400多个充电桩，通过这些高速公路，群
众可以驾驶电动车回家。“我们还将通过公
路沿线可变信息情报板、热线电话、广播、
网络等途径，及时发布路网实时运行情况，
方便大家合理出行。”刘小明说。

此外，为发挥大运输、大服务优势，交
通部门汇总了307对春运临客列车、10万
余个夜间航班等信息，指导各地公交、轨道
交通、出租汽车等做好运力对接，确保旅客
坐得上车，回得了家。

保安全是每年春运的工作重点。
2019 年春运，交通部门将继续开展
客货车驾驶员文明驾驶，公路桥梁
安全防护等安全专项行动，会同
应急管理部等部门组织 8 个春
运安全和服务检查组，紧盯“两
客一危”车辆、重点桥梁、客运
枢纽、轨道交通等关键节点，
排查整改消除隐患，对存在重
大 安 全 隐 患 的 ，实 施 挂 牌
督办。

公路春运避堵有妙招
本报记者 王轶辰

民航开足马力保运输
本报记者 崔国强

今年春运，民航旅客运输量预计将
达到73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左右。
民航春运热点仍是重点旅游城市和外出
务工人员输出城市，主要集中在北上广
深等城市和西南、东北等地区，以及泰
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

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王志清介
绍，为避免出现热点地区拥堵和票价过
高情况，春节期间民航局预计将安排增
加航班3.5万班左右，并将在上海、广
州、深圳、杭州、重庆、三亚等热点城
市的机场开展国内航班延长运行时间试
点工作。

截至目前，民航局已收到各航空公司
春运期间增加航班申请共计34065班（往
返计为2班），其中国内（不含港澳台）航线
增加航班29575班，港澳台航线增加航班
1470班，国际航线增加航班3020班。

同时，为提高对特殊旅客群体的服
务能力，民航
局将

全面实现残疾军人（警察）网络优惠购
票，完善无障碍设施设备配备，优化军人
依法优先通道、“母婴室”等服务项目。

据了解，各大航空公司也在开足马
力，保障运输。东方航空发布计划，
2019年春运将执行航班11.5万班次，同
比 增 加 11.9% 。 新 增 航 班 包 机 超 过
8000班，其中国内航线7100班。

针对春运期间旅客出行集中的现实
情况，东方航空电子商务公司发布了国
内首个机票“候补购票”功能——在航班
售罄时，在东方航空APP或东航官网预
约“候补购票”，一旦航班有余票放出，系
统将为旅客快速购票。

南方航空计划春运期间增加航班
5300班左右，还计划把北京飞往海南、广
州等国内主干航线的执飞机型由窄体机
调整为宽体机。此外，南航还在广州至武
汉、北京、重庆，以及深圳至武汉航线推出

行李追踪全流程关键节点展示服务，助
力旅客安全出行。

让旅客顺利回家过年
2019年1月20日 晴

北京西站值班站长 韩 晶

春运是一年中客运流量最集中的时段，
也是道路拥堵和交通事故高发期。公安部提
示，春运自驾出行，请提前掌握车况、路况
和天气情况，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避免夜间
行车；不要超员载客、超速行驶、疲劳驾
驶，驾车时保持精神集中，不要接打手机、
玩微信、发短信，不开斗气车，不要追逐竞
驶、强超强会，连续驾驶达到4个小时，必
须停车休息且不少于20分钟；遇交通拥堵要
听从交通警察指挥，不要频繁变道、占用应
急车道。

遇到恶劣天气，尽可能减少驾车出行，
确需出行的，要降低车速、注意观察、开启

雾灯、保持车距、谨慎驾驶；通过急弯陡
坡、长大下坡等危险路段，以及积雪湿滑、
桥梁涵洞等易结冰路段，要严格控制车速，
不要急打方向、急踩刹车，防止侧滑。

乘客车出行，要到正规客运场站乘坐
有合法营运资质的车辆，切勿在客运场站
外、高速公路旁拦截车辆上车；搭乘车辆
出行时，不要乘坐三轮车、拖拉机等农用
车辆；拒绝乘坐超员、非法营运车辆，发
现客车超员、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
可通过电话、短信、微博等途径举报，乘
坐客车时要系好安全带，避免发生意外时
受到伤害。 （易 文）

出行需谨慎 遇堵听指挥
图① 1月18日，位于江西省泰和县境内的

井冈山机场，工作人员为迎接春运，正在抓紧检修

飞机。 邓和平摄（中经视觉）

图② 1月19日，北京南站，乘客准备登上复

兴号高铁。今年将有400对复兴号动车组列车投

入春运，成为旅客出行首选。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中经视觉）

图③ 2018年12月20日，安徽省滁州市至淮

南市高速公路开通运营，将有效缓解当地春运期

间交通出行压力。 李晓村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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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新春佳节将至，“新春走基层”采访活动启程。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全国各族人民将一起拼搏、一起奋斗，努力奔跑、不懈追梦。即日起，《经济日报》记者将分赴各地，深入春运一线、生产一线、脱贫一线、市场一线，以文字、图片、视频、直播

等多种形式，全面展示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真实记录创造美好生活的普通劳动者。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敬请关注。

春运来了，为了让旅客顺利回家过年，北京西
站从人员、设备、物资、后勤保障和应急处置等方
面都制定了具体的计划与措施。

取票更方便。为了方便旅客就近取票，北京西
站把南售票厅自助设备全部外移。目前，北京西站
自助售票（取票）设备达到132台。同时，还在南
北厅开辟了4个快速取票窗口，专门办理距开车30
分钟内的互联网取票业务。

进站更便捷。北京西站将现有的自助验证验票
设备全部更新，自助验证验票设备总数从原有27台增
加至55台，所有高铁列车都可以刷身份证直接上车。

每年春运，旅客们都会遇到很多问题，如有些
旅客因为看不懂车票信息找不到检票口，从而错过
上车时间。最近，我们就遇到过一位老人，她要坐
普快去襄阳，但错过了上车时间，但该车是当天最
后一辆经过襄阳的列车，我们建议她坐高铁先到石
家庄，再从石家庄站乘坐该普快到襄阳。因为流程
有些繁琐，老人听得不是很明白，我们先后联系了
列车长、石家庄车站，最后让老人顺利坐上了开往
襄阳的普快。

我对旅客还有两点小提示，一是春运客流量
大，排队、安检的时间可能都比日常久，加上北京
西站所有列车都是开车前5分钟停止检票，所以请
大 家 一 定 提 前 安 排 好 时
间，避免误车。二是春节
期间乘客们的随行物品较
多，假如不小心遗失在西
站，请及时拨打爱心服务
热线，与我们联系。

（本报记者 马春阳整理)

北京西站值班站长韩晶帮助旅客查询列车信
息。 本报记者 马春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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