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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全国多个地方都

采取封控措施，送一趟蔬菜

要经过多个关卡检查。”河

北 省 唐 山 市 的 蔬 菜 供 货 商

周 泽 平 在 接 受 记 者 采 访 时

表示，他之前每天要出售近 7 吨蔬菜，如今运输量一度

缩减为原来的十分之一。

为全力保障货运物流特别是医疗防控物资、生活

必需品等民生物资和农业、能源、原材料等重要生产

物资的运输畅通，河北省交通运输厅日前印发《关于

统筹做好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路货运和重点物资运

输保障工作的通知》，进一步解决跨省、跨市、跨县区

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问题，维护企业正常生产和群

众正常生活秩序。

河北省还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点物资运

输车辆通行证”管理机制，及时优化办理流程，规范办

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已累计发放 6 万余张。

周泽平表示，目前政府部门为自己办理了通行

证，上下高速十分方便，

供货量逐步恢复常态。

“我们进一步推进

重点区域货物运输协调

联动，对跨省特别是京

津冀地区的重点防疫物

资通行证办理流程进行

了优化，率先做到了统

一格式、全国互认。”河北省交通检疫和运输保障组负

责人刘彦涛说。

同时，河北省工信厅成立工作专班，以保障产业链

供应链为抓手，针对全省企业跨省运输问题，逐项分

类、协调办理，有效缓解了跨省物流运输难题。

沧州四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药用玻璃

瓶、高端日用玻璃制品以及太阳能冷热电联供系统的

企业，受疫情影响，原材料和产品运输不畅。河北省工

信厅积极对接工信部，协调相关省份，妥善解决了涉及

26 个省份的 349 个医用玻璃瓶生产运输需求。

另外，为做好保供北京生产生活物资车辆保障工

作，河北省还制定印发《关于做好工业企业重点物资运

输保障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在做好疫情防控的

前提下，加大协调解决物流受阻和产业链供应链断和

堵问题。截至目前，累计收集报送保供北京生产生活

物资运输相关信息 4000 余条，进京受阻车辆及人员信

息录入进京系统白名单，累计保供北京物流运输车辆

人员 5800 多次。

全力确保货运畅通

力解物资行路难
本报记者 王胜强

数字赋能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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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浙江省杭州市钱

塘区的传化公路港是联系

整 个 浙 江 地 区 的 干 线 物

流枢纽，平均每天有 7000

多辆货车在此装卸、中转

后，陆续开赴各地。

“由于周边疫情暴发，

各地高速公路都加强了针

对货车的管控，导致货物

难以如期中转。”杭州传化

公 路 港 总 经 理 潘 溢 告 诉

记者。

针对这一情况，传化

公路港开发出新的数字化

系统，链接各地物流企业

运力，通过线上精准匹配

货 车 ，确 保 12 小 时 内 出

货。据悉，经过供应链运

作和定制化系统开发，传

化物流供应链效率提升了

20%以上。

来自安徽阜阳的货车

司机杨天保刚刚运送一批

货到达浙江金华，“之前常蹲守在批发

市场、厂区门口等货，现在坐在家，抱

着手机就能谈好一票运单，省去不少

麻烦。”杨天保说，有了这套数字系统，

让“人、车、货”跑得更快更精准。

目前，浙江省充分运用大数据等

智 控 手 段 ，确 保 人 畅 其 行 、货 畅 其

流。比如，杭州设立“绿码带星”专用

停车场，通过闭环管理解决大货车安

全通行问题；嘉兴完善更

新“ 畅 行 码 ”，将 企 业 物

流 信 息 申 报 入 口 扩 展 到

支 付 宝 等 平 台 ，使 货 车

通 行 申 报 更 便 捷 ；宁 波

开 发“ 货 行 码 ”，努 力 实

现“ 货 畅 通 、车 管 住 、人

闭环”⋯⋯

另外，浙江各县（市、

区）设立了 82 个货车司机

防疫服务站，为执行往返

中高风险地区、承担重点

物 资 运 输 保 障 任 务 的 货

车 司 机 提 供 住 宿 、餐 饮 、

停 车 、抗 原 和 核 酸 检 测 、

车辆消杀等服务。

记者看到，专门供货

车 司 机 休 息 的 房 间 约 15

平方米，放着四张简易折

叠 床 、一 张 桌 子 ，每 张 床

上都有空调被，桌上有矿

泉水、热水壶。布置虽简

单 ，但 功 能 齐 全 ，基 本 可

以 满 足 日 常 过 夜 需 求 。

为了方便前往，相关企业

或货车司机可通过“卡车

司 机 在 线 ”小 程 序 ，直 接

搜 索 、预 约 、导 航 至 防 疫

服务站。

疫情形势复杂多变，保供应任务

艰 巨 ，必 须 以 变 应 变 、打 通 区 域 堵

点。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蔡洪

表示，浙江将重点完善长三角区域工

作协同机制，定期与上海、江苏、安徽

展开会商，实现省际间通行证互认互

通，优化防疫通行管控措施，及时解

决跨省货物运输问题和突发情况。

近段时间，一些平日走四方的货车

司 机 们 ， 遭 遇 了 进 退 维 谷 行 路 难 的 困

境。有的地方出台“土政策”，要求司机

持有 24 小时内核酸报告、行程卡不带星

号才能通行，还有的地方“一刀切”劝

返、违规设置防疫检查点、擅自阻断公

路运输通道。

货车司机人在囧途问题的凸显，与

近期全国疫情防控形势密切相关。一些

地方出现货运传播风险，采取有针对性

的疫情防控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

要的。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应该

科学统筹，不能顾此失彼、反应过度，

更 不 能 变 成 “ 单 打 一 ”， 因 局 部 影 响

全局。

公路交通承担着全社会 70%以上的

货运量和客运量，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

的“大动脉”，是服务畅通国内国际双循

环的重要纽带和基础支撑。全力保障供

应链畅通，就必须让医疗防控物资、生

活必需品、政府储备物资等民生物资和

农业、能源、原材料等重要生产物资的

运输不受影响。近日印发的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

意见》 强调，要建设现代流通网络，推

动交通运输设施跨区域一体化发展。

建 设 “ 全 国 统 一 大 市 场 ”， 交 通

“一张网”。各地都在这张网中，都可以

从中受益，因此，各地都要在这张网中

找 准 定 位 ， 不 能 自 行 其 是 ， 搞 层 层 加

码、简单粗暴“一刀切”，影响人民群

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如何科学精准落

实疫情防控举措，以更高效率、更小代

价取得成效，也考验着地方治理者的能

力和水平。

目前，司机们的困扰和诉求已引起

关注、受到重视。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专门印发通知明确，对于严重影响货运

物 流 畅 通 、 造 成 物 资 供 应 短 缺 或 中 断

的 ， 要 依 法 依 规 严 肃 追 究 责 任 。 连 日

来，交通运输、公安交管、工会组织等

部门也采取切实措施，通过科学合理设

置防疫检查点、提供各类暖心服务等举

措，积极解决司机们核酸检测、就餐、

通行等方面的烦心事。

在为这些举措点赞的同时，更期待

针对货运司机们的这些关爱行为能够持

续不断、覆盖全面。有关部门和行业组

织应加强常态化沟通，及时掌握货车司

机们的所困所惑、所思

所 盼 ， 共 同 助 力 人 、

车、货畅行无阻。

防止简单粗暴“一刀切”
杨开新

近段时间本

土 疫 情 多 点 频

发，制造业大省

广东面临既要保

障货运畅通、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又要防止疫情通过跨省

货物运输传播的巨大压力。

广东交通运输部门大幅增加了应急

运力储备，其中省级道路货运应急运力规

模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 50%，应急货车总

数达到 1650 辆，涵盖各类普通货车、冷藏

货车和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广东省交通

运输厅还成立了能源物资运输保障专班，

强化能源运力储备。目前已安排超过 200

辆运煤车、80 辆天

然 气 罐 车 ，用 于 全 省 煤 炭 和 天 然 气 应 急

运输。

保障货运畅通，还要确保对货车司机

的服务到位。记者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了

解到，目前，广东省内 98 个高速公路服务

区已设置了“愿检尽检”采样点，邻近广西、

湖南、江西、福建等省份的 21 个入粤高速

公路服务区已全部设置核酸检测点，所有

入粤货车司机可在检测点不限次数享受免

费检测服务。

同时，广东又启用、升级了一批功能齐

全、温馨舒适的“司机之家”，让长途跋涉的

货车司机一进高速服务区，就能享受一站

式暖心服务。作为闽粤两地的省际通道，

潮漳高速货车通行比例超过 30%，新投入

使用的潮漳高速樟溪服务区“司机之家”24

小时免费对外开放，全天候满足司乘人员

洗漱、用餐、洗衣、休息、手机充电等需求。

在仁新高速南下入粤的第一个服务区丹霞

山服务区新启用的“司机之家”内，不仅休

息区、休闲区、淋浴区、储物区、洗衣烘衣区

一应俱全，还设立了服务专员，对入住的司

机 落 实 测 温 等 防 疫 措 施 并 提 供 多 样 化

服务。

另外，广东一些高速还积极探索智慧

化运营模式，打造更加高效畅通的出行环

境。比如，广州北环高速近日推出一套集

自助发卡、自助缴费、电子发票、特情处理

为一体的自助通行系统，在全线多个收费

站实现 ETC/MTC 混合车道自助通行设

备全覆盖，打造出全国首个“无亭式”全车

型自助通行收费站。站内自动发卡机将

传统的“人等卡”变成“卡等人”，减少司机

按 取 卡 键 的 操 作 ，节 省 了 等 待 发 卡 的 时

间；收费员也被重新定义，从单一的收费

职能变为协助司机使用自助设

备、交通保畅、疫情防控等“一

职多能”。

多措并举通堵点
本报记者 郑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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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医通运营现纠纷 多方正积极解决
中国经济网记者 郭文培

4 月 18 日，一则关于“京医通即将停运”的文

件在网上流传，文件落款章为北京怡合春天科技

有限公司。文件称，该公司为京医通线上系统的

建设和运营方，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京医通

线上系统出资方。由于北京银行拒绝履行出资义

务，该公司独自负担京医通项目数亿元成本长达

7 年，因无力承担高昂运营成本，京医通线上系统

将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 9 时起正式停运。

4 月 19 日，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此回应

称：“北京银行已收到北京怡合春天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京医通’停运的通知。北京银行将切实履行

社会责任，继续与北京怡合春天科技有限公司进

行积极的沟通，以理性的态度，加强各方协同，确

保患者正常就医。”

据了解，京医通是北京市卫健委、市医院管理

中心与北京银行联合发行的，具有电子钱包功能

的实名制 IC 就诊卡，可在医院作为就诊卡使用，并

实现小额支付功能。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初，该

项惠民工程已覆盖北京 27 家三级及以上医院，发

放“京医通”卡超过 2400 万张，单日挂号量超 10 万

次，市属门诊预约率近 90%，成为北京地区最大的

预约挂号入口。

针对京医通停运事件，4 月 19 日，北京市卫健

委在其官网发文回应称：“北京怡合春天科技有限

公司作为京医通线上系统的运营方，与出资建设

方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产生纠纷。北京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和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前期已关注到

此事并指导当事方积极解决纠纷。4 月 18 日晚，

网上流出北京怡合春天科技有限公司停运通知。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已

紧急通知双方，将进一步督促指导双方从维护公

众利益出发，依法理性解决纠纷，使广大群众能够

继续获得便利的线上预约服务。”

记者注意到，对于网传停运事件，很多使用者

表达遗憾的同时，也有不少忧虑：此前挂的号还能

用吗？卡里的钱还能找回来吗？

“从法律角度看，京医通相当于一个中介，

它为患者提供‘代办挂号’居间服务，在患者和

医院之间起着代办挂号的桥梁作用。如果停用

了，但患者已经挂号成功，说明患者已经通过京

医通向医院支付了医疗服务的定金，医院有义

务继续为患者看病。”北京双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东海说。

该平台停用将影响消费者挂号，这个责任

谁来承担？“目前不好界定。因为京医通是北京

市卫健委、市医院管理中心与北京银行联合发

行的，北京怡合春天科技有限公司是该平台的

运营方，具体责任还需要看几方面之间签署的

投资合作协议或者运维协议是怎么约定的。”王

东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