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脉”，恢复正
常交通运输秩序是统筹推进疫情分区分级
精准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争取早日夺
取“双胜利”的基本保障。

为此，交通运输行业努力克服困难，投
入大量人力物力，落实好差异化防控政策，
做好疏堵保畅工作，确保防疫用品、生产生
活物资等顺畅运输，为疫情防控形势持续
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提供了坚强
支撑。

疫情防控的“守门员”

除夕前夕，一条重磅新闻引发了全社会
的关注：1月23日10时起，武汉城市公交、
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
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正值春运，巨大的
客流量给疫情防控带来巨大压力。各地交
通部门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各种管制措施，
当好疫情防控的“守门员”。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今年春运客流量大
幅下降，有效遏制了人员高峰出行可能引起
的疫情链式传播风险。

人员流动虽然减少了，可物资保障需求
不会减少，不仅如此，防疫物资的运输保障
压力明显加大了。针对此，交通运输部坚持

“一断三不断”。具体来说，坚决阻断病毒传
播渠道；通过公路交通网络的“不断”保障整
个社会运行“不断”、应急运输绿色通道“不
断”、必要的群众生产生活物资的运输通道

“不断”。
2月11日13时，46036次货运列车驶出

西安市户县车站，2车共120吨防疫物资随
列车驰援湖北。该批物资主要是药用淀粉，
将用于制作杀菌消毒液、药用冲剂、片剂或
胶囊制剂。

3月8日一早，满载1000件湖北秭归脐
橙的物流运输车，平安抵达武汉市汉阳区汉
桥城中花园，既补充了居家抗疫的武汉市民
的“菜篮子”，又减少了果农的经济损失……

根据统计，1月27日至3月9日，交通系
统累计向湖北地区运送防疫物资和生活物
资73.44万吨，运送电煤、燃油等生产物资
127.9万吨。截至3月8日，交通运输部物流
保障办公室受理运输需求并下达紧急运输
指令148项，累计运输货物3.79万吨。

此外，各级交通部门还根据不同地区的
疫情风险程度，分区分级有序恢复暂停运营
的城市公交、出租车等与人民群众生活紧密
相关的各类交通运输服务。

复工复产的“先行官”

3月7日下午，41074次列车从中国铁
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汉西车务段吴家山
站开出，其加挂的敞车装载着9200个汽车
座椅座框骨架、9520个背框骨架。这批产
品将被直接送往吉林省长春市，满足一汽轿
车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所需。

湖北省是一汽集团主要的汽车零部件
供应地。疫情发生以来，湖北省实行了严格
的交通管控措施，汽车零部件供应不足直接

影响了一汽集团的复工复产。
据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介绍，3月初，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向交通运输部物流保障
办公室提出了运输保障需求。经协商，物流
保障办公室于3月6日下发第49号紧急运
输任务指令，协调国家铁路集团承担紧急运
输任务。第一批汽车零部件于3月9日运达
长春，其他汽车零部件装车运输计划也正在
制定中。

交通运输是复工复产的“先行官”，因
此必须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交
通运输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中央要求，分区
分级开展疫情防控，强调避免“一刀切”的
过度封路方式，强化运输方式协同，充分发
挥综合交通运输的比较优势和组合效率，
畅通物流大通道，确保原料供得上、产品出
得去。

2月29日晚，G839次复工专列缓缓驶
入深圳北站8站台，由陕西来深圳的320余
名务工人员乘专列返岗复工。为做好务工
人员运输保障及疫情防控工作，深圳北站积
极配合地方政府和用工企业开行“复工专
列”，让务工人员安全有序返岗，助力企业复
工复产。

“实施‘点对点’一站式直达包车运输，
是疫情防控期间的最佳选择。”交通运输部
运输服务司副司长蔡团结表示，农民工返岗
运输是重中之重。为此，交通运输部精准摸
排需求，周密部署运输方案，实施“一车一
策”。目前，全国已经有四川、浙江、山东、福

建等27个省份推行了‘点对点’的一站直达
包车业务，累计组织包车约8万趟次，共运
输农民工约170万人。

据国铁集团客运部主任黄欣介绍，从2
月16日全国铁路开行首趟专列至3月6日，
集团共组织开行专列246列，运输人数达到
27万人次，近期将再安排25列专列。

经济发展的“压舱石”

3月9日，昌景黄高铁江西段最长隧道
——瑶里隧道正式复工。昌景黄高铁是江
西继沪昆高铁之后连通长三角的又一条高
铁大动脉，能够在南昌与上海之间形成第
二条快速客运通道，预计2023年9月建成
通车。

“为把因疫情损失的工期夺回来，隧道复
工后，项目部一方面抓好疫情防控工作，另一
方面提高施工效率。”据项目承建方中铁十八
局集团昌景黄项目部副经理兼二分部经理薛
涛介绍，项目施工采取“人停机不停”方式，工
人“三班倒”，机械24小时作业，在保障安全
的前提下尽可能加快进度。

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具有“乘数效应”，能带来几倍于投资额的
社会总需求和国民收入，对于经济社会发展
具有“压舱石”作用。

根据计划，2020年，全国计划完成铁路
投资8000亿元、公路水路投资1.8万亿元、
民航投资900亿元。

3月3日，交通运输部印发通知，就进一
步做好公路水运工程疫情防控、有序精准推
动复工开工作出全面部署，分类有序推进在
建项目尽快复工，加快推进新建项目开工。

在交通运输部统筹推进下，当前除湖北
以及因气候原因不具备复工复产条件的省
份，其余各省（区、市）已逐步复工复产，并纷
纷出台相关指导意见或实施方案，项目建设
回归正轨。

不过受到疫情影响，当前资源供应和保
障依然存在诸多限制，各项重点工程建设项
目复工存在一定困难。面对这种情况，各地
各部门结合疫情防控要求和当地实际情况，
科学分类施策，优先保障重点项目、控制性
工程，优先保障当年完工项目，优先保障交
通扶贫脱贫攻坚项目开展复工工作，确保

“好钢用在刀刃上”。
“目前，供应钢箱梁的企业暂未复工，建

设所需钢箱梁等耗材暂时无法到位。”四川
交投成渝公司成乐高速公路扩容项目乐山
代表处处长李宸说。基于这一特殊情况，成
乐高速公路扩容建设项目合理安排工序，分
工序、分层次推进工作。“先完成高架桥建
设，梁板架设、桥面铺装等上部结构施工得
等条件成熟后再说。”

截至3月5日，铁路在建项目的复工率
已经达到77.8%，公路、水路总投资10亿元
以上的在建项目复工率达到68.2%，民航机
场建设项目复工率达到59.3%，复工形势积
极向好。

2月1日17时，交通运输部交通运输综合应急指挥中
心大厅里，路网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以下简称“路网中
心”）值班长李国瑞接到一个紧急任务：一批4.5吨重的新
冠病毒检测试剂和配套设备计划通过高速公路从广州运
往武汉。

接到指令后，李国瑞马上和同事一起联系广东、湖南、湖
北交通运输部门商量对策，很快就拿出了运送方案：专用车辆
领路、跨省接力保障、部省跟踪保障，确保车辆行驶在每一条
路上都有专人负责联络物资运输保通工作。

跨省调度运输“作战指挥图”上线、联网联控调度平台实
时显示车辆位置、与中国气象局多次会商途经省份天气情况、
建立部省调度工作群、开启音视频调度工作系统……在多方
努力下，2月3日8时20分，应急运输车辆安全抵达武汉机场
高速公路黄花涝收费站，检测试剂及设备顺利移交地方卫生
部门。

疫情发生以来，四通八达的路网为全国同心协力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汇聚合力，为抓好复工复产、推动经济社会正常
运转注入强劲动力。这背后，有一支以路网中心为代表的专
业队伍始终坚守战“疫”一线，全力以赴保障路网运行畅通。

据介绍，除了紧急任务，路网中心值班室还承担着路网运
行监测、数据分析研判、出行服务等工作。

“我们深入分析路网运行影响因素，充分挖掘既有数
据，对公路网运行三类20余个指标进行监测和评估，为进一
步做好疫情联防联控、企业复工复产提供决策参考。”值班
员赵亮说。

在交通运输综合应急指挥中心大厅，工作人员利用云计
算、移动互联网等技术快速搭建起网络平台，与全国9000多
个收费站建立直连的部、省、站三级音视频会商工作模式，实
时开展调度会商和应急处置，实时调度并指导拥堵收费站和
通行缓慢路段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路网畅通。

“以前，我们只需要维护收费站系统就可以了，今年额外
增加了2.5万多个ETC门架系统的维护任务，工作量呈几何
级数增长。”有着11年党龄的宋杰是路网中心联网结算服务
部技术小组负责人。为更好维护系统，在大部分人还在家闭
门不出的时候，宋杰和同事就已经在路上“逆行”了。

“这是2月3日我们一行三人在去内蒙古呼和浩特的高
铁上，整个车厢就我们仨；这是2月13日，我们开车去山东，
高速公路上半天见不到一辆车。”宋杰的朋友圈记录了他的行
程，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奔波在路上，有时候一天要通过10多
个检查站，测十几次体温……

和李国瑞、宋杰一样坚守在岗位上的“战友”还有很多。
邓雯安顿好生病的父母，改变行程，毅然返京；高国庆在隔离
期结束后，立即全身心投入值班值守工作；闫明月把2个孩子
交给家人照料，义无反顾加入战“疫”工作……

从线下到线上，路网中心员工的身影无处不在。从1月
21日至3月8日的48天里，他们共发布路况信息1.2万余条，
协调解决跨省份通行等应急处置工作300余次。仅2月2日
至4日，3天时间里，他们就为25支运送防疫物资的车队提供
了公路交通保障服务。

路网中心：

保障路网运行
本报记者 齐 慧

2月13日中午，装载着防疫物资的运输船舶“新隆运28”
轮安全停靠唐山曹妃甸综合保税区码头。船上装载着3263
吨防疫用口罩原材料。

据曹妃甸海事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为保证这批防疫物资
原料尽快运抵生产企业，曹妃甸海事局第一时间开通防疫物
资“绿色通道”，提前做好船舶靠泊、卸货作业准备，并指派专
人对“新隆运28”轮进行“点对点”服务，指导船舶进港全过
程，提前组织海事人员到达码头现场协调港方及代理组织物
资卸载、装车、出港。

疫情发生以来，全国海事部门主动作为，在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各项工作的同时，推出多项举措，畅通水上运输“大动
脉”，有效帮助航运企业复工复产。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多次印发通知，明确海事管理业务
采取网上、远程、邮寄和传真等方式办理，确实无法按期办
理的业务，准予船舶、船员、船公司等各类法定证书延期办
理。同时，对疫情期间海船船员任解职信息登记办理方式
作出调整，实施远程灵活办理。这些措施不仅节省了航运
公司、船员的经济成本和时间，也避免了人员流动带来的感
染风险。

各地海事部门根据自己的情况，也推出了多项有针对
性的措施。宁波海事部门已实现全程网上办理水上水下活
动许可，让行政相对人“跑零次”即可完成相关申报；烟台海
事局对载有重要物资的船舶进出口岸检查实施快速网上审
核，手续通过“单一窗口”无纸化办理，实现了疫情防控物资
在港“零待时”；东莞海事局灵活办理船员任解职业务，与船
员、船公司进行双向沟通协商，由船公司代办解职补录手
续，以航行安全为大前提满足最低安全配员要求，做好岗位
交接工作。

受疫情影响，各类水运工程项目的审查监管成了难题，一
定程度影响了涉水工程项目的正常复工。为此，交通运输部
海事局指导各地海事部门创新水工项目审查方式，通过远程
在线协商开展涉水工程许可审查和专家咨询服务。因疫情原
因造成水上水下活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但未及时办理的，在
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基础上，将许可有效期限
延至疫情结束。

针对航运业工作环境较为封闭、工作周期较长等特点，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近日发布《船舶船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操作指南（V1.0）》，倡导船员远程学习，积极拓展海事局船
员远程培训平台的服务功能，方便船员在船或在家学习专业
技能知识。

据介绍，江苏海事局在疫情防控期间积极推动船员线上
培训，全过程影音记录，海事管理机构可远程监控培训情况，
并对学员在线考勤；烟台海事局海员职专教职工克服各方面
困难，仅用5天时间即开发上线了“网上云课堂”，目前已开展
沿海航区大副班、大管班等班级的授课；潍坊海事局借助网络
平台开展开放式交流座谈，群策群力保障船舶复航复产。

海事部门：

支持船舶复航
本报记者 齐 慧 通讯员 李旭雅

民航业是运送战“疫”物资与人员、保障
复工复产的“空中动脉”。

据中国民用航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截
至3月10日，民航系统共保障涉及疫情防控
航班 24347 架次，运送防控物资 3329532
件，累计31501.17吨。其中，652架次航班
驰援湖北地区，运送防控物资851504件，累
计8599.01吨。

民航局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部署
和其他相关单位要求，组织开展重大航空运
输任务，截至3月10日，共组织29家国内航
空公司执行424架次任务，运输人员3.73万
人、物资 2721.3 吨。其中，共运输医疗队
302架次，医护和其他救援人员共3.38万
人；接回滞留海外旅客任务17架次，接回旅
客2314人；执行运输物资任务94架次，包
含海外航班43架次。

就当前大家普遍关心的民航系统防控
措施问题，民航局飞标司司长朱涛表示，民
航系统已采取一系列措施，防止疫情通过航
空器扩散传播。具体来说，加强航空器、机
场通风消毒，做好出入港旅客体温监测，加
强包括机组、安检人员在内的一线人员个人
防护和健康管理。“这些举措已经取得了良
好的防控效果。”朱涛说。

如今，各大航空公司正在全力以赴支持
复工复产工作，民航包机也不断加入战“疫”
序列。

2月26日，国航推出“高原定制”航班，
通过包机将西藏一家工程技术公司的124
名复工人员从成都运送至昌都邦达机场；3
月9日上午，国航执行CA4401成都—拉萨
航班，运送参加西藏重大项目建设的中国电
建集团水电九局224人团队返藏复工。这
批复工人员来自贵阳、长沙等地，是西藏经
济社会发展重大项目——大古水电站的建
设团队之一。国航西南分公司为复工团队
提前打印了登机牌，设置行李托运专属柜台
并协调机场开设安检绿色通道，抽调空客
A330高原宽体客机，选派双机长机组和服
务保障经验丰富的“梧桐”乘务组圆满完成
航班任务。

目前，南航国内航线方面已恢复超过六
成的航班量。2月26日12时07分，来自新
疆喀什市泽普县、莎车县、叶城县、英吉沙县
等 9 个县区的 242 名务工人员乘坐南航
CZ5687航班由喀什飞往长沙黄花机场。这
是疫情发生以来，南航首次使用波音787宽
体客机执行复工包机运输任务。自2月18
日推出针对政企复工复产临时性包机业务
以来，南航与各单位积极筹备、主动对接，已
收集近百条需求。为满足企业个性化复工
航空运输需求，南航简化流程、快速反应，为
政府、企业提供快捷的复工复产包机“绿色
通道”。

截至3月初，海航集团旗下11家航空公

司累计执飞航班超1万架次。目前，海口美
兰机场日均执飞航班200架次，日均运送旅
客2万人次。在推进复工复产包机方面，海
航集团已完成32架次政府及企业包机复工
任务，运送3000余名务工人员前往广州、福

州、三亚、南通、无锡等地。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各大

航空公司还不断提升对外援助力度，大量
医疗物资已运往韩国首尔、巴基斯坦卡拉
奇等地。

民航系统：空中战“疫”在行动
本报记者 崔国强

为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各航空公司纷纷推出包机服务。 （资料图片）

交通业服务疫情分区分级精准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打通大动脉 畅通微循环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齐 慧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调度所全力保通保畅，服务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