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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 情 下 春 运 如 何 更 安 心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的第

三个春运已经到来。与去年相比，

今年春运的客流量预计将有大幅

增长，加之北京冬奥会、全国两

会，疫情防控形势更加严峻复杂。

但我们有底气，也有能力让春运

更有温度。

运 力 已 经 不 再 是 春 运 的 短

板。一方面，受疫情影响，不少地

方鼓励就地过年，春运期间客流

量较疫情前有较大幅度减少。另

一方面，我国交通运输能力大幅

增长。随着岁末年初多条高铁通

车运营，我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

4 万公里，铁路运营总里程突破

15 万公里。公路、水路、民航等领

域也取得了积极进展，足以应对

春运客流。

但是，疫情的出现给交通运

输带来了新问题，交通部门要着

力破解这些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才能让春运更顺畅。

防控措施要更有效率。经过

两年努力，交通领域在疫情防控

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日常消

杀、流程管理、突发应对等环节形

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规定。不

过，面对春运期间的大客流，防控

措施的效率还需进一步提高。从

实际情况来看，各地交通部门也

都在这方面加大力度，纷纷通过增设检测点、延长检测时

间、提高检测效率来满足旅客核酸检测的需求，同时落实健

康码全国“一码通行”等措施，减少人员聚集，以上举措都取

得了不错效果。

对群众出行影响要尽量小。疫情初期，由于经验不足，货

车司机下不了高速、挖断公路村道来阻止通行等现象时有发

生。今年，交通运输部门明确提出，要科学精准做好分区分类

出行管理，防止“一刀切”“层层加码”等问题，同时低风险地

区要保障城乡居民区域内短途合理流动。这些举措的目的都

是要尽可能减少对群众正常出行的影响。

信息鸿沟要加快填平。由于各地情况有别，春运期间旅客

出发地和目的地的防疫要求有时会不一致。同时，各地的防疫

措施、交通管制等都会随着疫情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这无疑给

旅客出行带来了不便。今年春运期间各方在信息互通上下了

很大功夫，不仅各媒体、公众号等实时播报各地防疫情况，在

12306网站上输入目的地或车次，也会提示各地防疫措施，信

息服务更详尽及时，让旅客在出行前就能做好准备。

春运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春运，相信有了与疫情较量

的丰富经验，在超过 200 万一线工作人员的努力下，春运

期 间 的 各 种 困 难 都 将 一 一 被 克 服 ，

今 年 的 春 运 将 更 加 从 容 、便 捷 、有

温度。

有温度

更从容
齐

慧

防 疫 交 通 管 控 不 能 简 单 化
本报记者 齐 慧

记者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春运工作专班了解到，春运首

日 ，全 国 发 送 旅 客 2484.8 万 人

次，其中公路 1862 万人次，占比

继续保持第一。公安部交管局

监测的 70 条高速公路 500 个重要通道节点流量

显示，春运首日流量与 2021 年春运同期相比上

升 22%。全国高速公路、国省干线通行秩序良

好，未发生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

春运期间，人员流动和聚集大幅增加，疫情

防控形势严峻。作为春运主力，公路运输部门采

取一系列保障措施，既防范疫情通过交通运输环

节传播扩散，又做好交通运输应急保障工作，全

力营造科学抗疫、健康春运的良好氛围。

一方面，加强疫情应对。交通运输部将指

导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时

暂停省际、市际道路客运班车、包车，及时暂停

公交车、巡游出租车、网约车、顺风车等的跨城

客 运 服 务 ，并 做 好 相 关 信 息 发 布 和 退 票 服 务

工作。

常态化疫情防控方面，指导各地督促客运

和客运场站经营者按规定进行通风消毒，严格

查验旅客健康码，开展体温检测，提醒旅客全程

规范佩戴口罩等。应急防控应急准备方面，指

导各地完善应急预案，周密开展各项服务保障

工作。

另一方面，做好运输组织，保障春运期间旅

客安全顺利到家。“防疫交通管控绝不能简单化、

‘一刀切’。”交通运输部应急办副主任周旻说，要

层层落实，而不是层层加码，不能影响各类重点

物资运输和人民群众生活。

春运期间，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公路主

管部门优化运力调配，加大重点区域运力投放和

应急调度，强化干线运输与城市交通相衔接，组

织做好旅客联程运输，特别是做好夜间到达旅客

的疏运，避免旅客滞留。

面对可能的高峰时段、重点路段，各公路主

管部门将加强路网运行动态监测，及时发布路况

信息。加强高速公路收费车道运行监测和维护，

提升异常情况处置能力，避免拥堵。

部分旅客列车票价低至 2 折
本报记者 齐 慧

1 月 17 日 ，铁 路

发 送 旅 客 508.2 万 人

次，各线路、车站运行

平稳有序。国铁集团

客 运 部 负 责 人 介 绍 ，

春 运 每 日 可 提 供 客 座 席 位 超 1050 万

个，较 2019 年提高 10%以上，可以满足

广大旅客出行需求。因此今年春运保

障的重点放在疫情防控和精准投放运

力上。

据介绍，春运期间铁路部门将根

据客流变化和车票预售情况，更加精

准地实施“一日一图”，动态安排运力

投放和客车开行，全力满足保障旅客

出行和疫情防控的双重需要。如果局

部地区出现疫情，将快速调整运输组

织，停开、减开涉疫地区旅客列车，减

少人员流动。

为保障重点人群出行，今年春运国

铁集团仍将“点对点”开行专列，为学

生、务工人员群体出行提供服务保障。

国铁集团还积极用好 12306 网站大数

据，精准分析学生、务工人员群体出行

需求，与地方政府、高校、用工企业建立

沟通联络机制，组织开行“点对点”专列

或“包车厢”运输。

此外，国铁还推广无接触服务，增

加车站自助设备数量，优化自助设备布

局，引导旅客使用自助服务，增设进站

绿色通道；推荐使用互联网订餐、列车

微信订餐，送餐至车厢座位，最大限度

减少疫情交叉感染风险。

为方便老年人、脱网人群和需要特

殊服务的重点人群购票出行，国铁集团

线上持续提升 12306 网站和手机客户

端适老化等无障碍服务水平，老年人拨

打 12306 客服电话时优先受理；线下完

善重点旅客的爱心通道服务功能，做好

重点旅客服务工作；继续保留人工售

票、电话订票、现金购票等服务方式，保

障脱网人群便利购票。

出行不仅便利，也更便宜了。今

年春运期间国铁集团扩大票价优惠范

围和力度，优惠列车涵盖正向和反向、

动车和普速、图定和临客，动车组列车

延续最低 5.5 折的优惠，普速旅客列车

实行最低 2 折优惠，继续推行差异化票

价优惠策略。春运期间还将继续保持

公 益 性“ 慢 火 车 ”开 行 规 模 ，不 安 排

停运。

多地确诊病例曾有境外物品接触史——

国 际 快 递 还 能 不 能 收
本报记者 吉蕾蕾

近日，北京、深圳等地公布的奥密克戎确诊病例

溯源消息显示，病例接触过国际快递，不排除经境外

输入物品感染的可能。对此，不少人疑惑，经过消杀处

理过的国际快递为什么还会被检测出新冠病毒阳性？

“环境中活病毒的分离培养是很难的，检测阳性

一般是指核酸检测阳性，此时病毒有可能是活的也有

可能是死的。”据中国疾控中心消毒学首席专家张流

波介绍，消毒剂对新冠病毒总体上是有效的。但是，

通过消毒并不能够完全消除病毒核酸，因为消毒剂通

常不针对核酸，病毒死了但是核酸还在，所以经过消

杀的快递，有时也会被检测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

从既往我国多个省（市）发生的经冷链或非冷链

物品传播的案例来看，新冠病毒在低温下可以长时间

存活，因此冬季经物传播的风险也随之增大。这是否

意味着国际快递不能收了呢？

“简单地认为收取国际快递会感染病毒是不科学

的。”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君表

示，“境外快递进入国内后，快递企业对快递的外包装

都有一套严格的消杀环节，因此，外包装上存在病毒

也是相当有限的。”

不过，为严防境外疫情通过寄递渠道输入，相关

部门已经作出妥善安排。国家邮政局日前发布通知

要求，各级邮政管理部门、各邮政快递企业要进一步

提高风险意识，筑牢国际邮件快件疫情防控屏障。各

邮政快递企业要切实做好国际邮件快件处理场所消

毒、通风等工作，对进口国际邮件快件，要在进入生产

处理环节后，第一时间逐件进行外包装各面全覆盖消

毒。要在地方疫情防控部门指导下，明确和落实进口

国际邮件快件消毒后的静置期。

在投送环节，如何做好“最后一公里”的安全保障？

对此，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副司长边作栋表示，一方

面督促快递员落实好戴口罩、勤洗手、不聚集等基本的

健康防护要求，并持证上岗，持健康码上岗；另一方面，

积极组织从业人员完成新冠疫苗的接种，目前，全行业

全流程疫苗接种率达 98%以上。此外，鼓励有条件的地

区多使用智能快递箱，实现无接触投递。提醒快递员在

投递时，主动提示收件人做好戴口罩、妥善处置外包

装、对内件作消毒处理后再使用等防护措施。

目前，全球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引发的新冠肺炎疫

情仍多发高发。国家邮政局强调，各邮政快递企业要

综合评估进口邮件快件来源地疫情风险等级、上游经

营主体资质、寄递物品属性等因素，按照精准防控、提

级管控的相关要求，制定疫情高风险国家和地区进口

邮件快件疫情防控处置方案。

消费者收取国际快递如何才更安全？“消费者做

好全流程的自我防护很重要。”赵国君认为，消费者在

接收国际快递时，要正确佩戴好一次性手套、口罩，在

做好个人防护的同时，对国际快递的外包装进行严格

消杀后，也不能忽视对快递内部物品的消杀处理。在

国外疫情高发期间，建议消费者适当减少境外商品的

采购，这也是加强自我保护的一种措施。

春节假期前后和

元宵节后将迎来民航

旅客出行高峰，中国民

用航空局成立春运工

作领导机构，对春运期

间民航各单位在组织领导、疫情防控、

运力保障和春运值班等方面作出具体

工作安排。

为满足春运期间热点地区、热点

航线的客运需求，民航局积极引导航

空公司将闲置的原国际航线运力和时

刻资源转投国内航线，同时放宽春运

期间国内航线加班考核要求，鼓励航

空公司更灵活地调配运力。民航局运

输司副司长徐青在近日举行的民航局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春运期间已

安排国内客运航班计划超过 60 万班，

批复国内航线加班 2 万余班，保障旅

客出行需求。

据了解，民航局已下发《关于认真

做好 2022 年民航春运工作的通知》，提

出各航空公司要密切跟踪国内部分地

区偶发疫情情况，配合防控要求做好客

票退改服务工作，各机场要加强与地方

春运机构对接配合，做好抵离旅客交通

顺畅衔接，同时做好航班不正常情况下

的旅客服务工作。

春运期间，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合

理匹配航线、航班、机型、时刻等资源，

灵活调配运力，加强航班运行管控，全

力保障春运航班运行安全平稳顺畅。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统筹疫情防控、北

京冬奥会运输保障和春运工作，重点

关注春运期间热点地区、热点航线的

客运需求。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统筹疫情防控

和春运保障工作，预计执行航班约 11

万班次，日均航班量超 2700 班次。为

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要，南航集团计划

在热门市场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增加航

班约 11023 班。

春运期间，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预计

执行航班约 2.4 万架次，日均保障航班

约 596 架次，预计完成旅客吞吐量约

280 万人次，日均完成旅客吞吐量约 7

万人次。

引导闲置国际运力转至国内
本报记者 崔国强

本版编辑 孟 飞 辛自强 美 编 倪梦婷

近日，河南郑州东站动车所工作人员正对入库的“复兴

号”动车组列车进行检查作业。 王 玮摄（中经视觉）

近日近日，，在拉萨贡嘎机场在拉萨贡嘎机场，，乘客走出藏航乘客走出藏航 TVTV98509850 航班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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