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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售取票机升级
了，自己在机器上就可轻
松打印纸质报销凭证了。”
在合肥南站自动售取票机
前，来自六安市金安区的
旅客王国荣发现，自动售
取票机增加了新功能。

今年春运，无论出行、
还是退票改签，便利化水
平再提升。

在广西，铁路部门开
启“刷手机”快捷乘车业
务。春运前，南宁东、柳
州、桂林等12个火车站启
用“铁路e卡通”进出站功
能。旅客通过12306手机
客户端开通“铁路e卡通”
业务后，无须提前购票，就
能直接乘坐广西区内“D8”

“D9”开头动车组列车。
在上海虹桥站，4 台

多功能智能保洁机器人首
次亮相。它们采用全视角

“眼睛”自动识别环境、主
动分析并快速处置，同步
完成“零接触”保洁、消毒。

吴春耕说，交通运输
部在完善运输组织方案的
同时，研究制定了疫情分
类应对预案，进一步提升
客运疫情防控标准，积极
推进人脸识别、刷证核验、
电子客票等“无接触”服
务，减少人员聚集和交叉
接触。

疫情常态化防控之
下，今年春运期间小客车
出行偏好将明显增加。北
京首发集团京沈分公司有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

春运期间，虽然受疫情影
响，但服务保障“不打折
扣”，平均一辆车交费通行
不超过10秒。

春节回家是中国人骨
子里的情结，但是今年春
节却有千千万万的人选择
留下。为方便广大旅客退
票、改签，铁路和民航部门
想办法、出实招。

铁路部门将火车票预
售期从30天调整为15天，
开车前8天及以上退票免
费。在统一12306网上和
线下窗口车票预售期和退
票改签规则的同时，延长
线上退票和改签服务办理
时间。对现金购票和已
取报销凭证的旅客，可先
在12306网站办理退票手
续，180 天内到全国铁路
任 一 车 站 领 取 退 票 款
项。车站自助售票设备新
增退票功能，提供24小时
服务。

民航局也发出通知，
明确自 1 月 27 日 0 时起，
已购买 1月 28日至 3月 8
日机票的旅客，均可办理
免费退票或至少一次改
期。各航空公司也出台
相应政策，方便旅客退票、
改签。

今年春运，注定与以
往不同。

如果你就要踏上归
程，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
如果选择就地过年，谢谢
不回家的你。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这个春运“不一样”
——聚焦常态化疫情防控后首个春运

1月28日，2021年春
运大幕开启。与往年春运
不同的是，“疫情防控”成
为今年春运工作的重中之
重，“就地过年”成为越来
越多人的选择。

在当前国内外疫情防
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情况
下，如何确保疫情不因春
运扩散，同时加强运输组
织和服务保障工作，确保
人民群众健康安全平稳有
序出行？记者带你一起走
进这个“不一样”的春运。

1月 28日一早，昆明火车站
进出站的旅客并不多。在车站
进口，戴着口罩的旅客们在工作
人员引导下扫描“健康码”和“防
疫行程码”，经确认后，依次通过
智能红外线“测温门”有序安检
进站。

“今年春运人数与往年相比
明显下降。”昆明火车站值班站
长张菊说，不少人响应就地过年
的号召，出省旅客降幅明显。往
年春运，出省旅客超过40%，今
年仅为25%左右。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政
策研究室主任吴春耕表示，按照
中办、国办《关于做好人民群众
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
要求，今年春运客流量将明显减
少，全国春运期间将发送旅客
11.52 亿人次左右，日均 2880 多

万人次，比2019年下降六成多、
比2020年下降两成多。预计春
运开始后实际人数比预估数量
可能还会进一步减少。

铁路方面，今年春运节前车
票的预售量较往年同期下降近
六成；民航方面，目前春运期间
的机票预售量较低，订座率普遍
低于30%。“今年春运，一是提倡

‘减’字，减少人员流动聚集，二
是突出‘防’字，严格做好交通运
输疫情防控。”吴春耕说。

虽然今年春运客流量总体
下降，但春运期间人员集中流动
与疫情防控任务交织叠加，春运
组织保障工作难度加大。

记者在北京西站看到，车站
内随处可见黄色的“一米线”标
志。据北京西站客运车间业务指
导王琳娜介绍，进站口、安检口以

及验证验票口是旅客比较容易聚
集的地方。对此，北京西站严格

“一米线”卡控，实行“专人专盯”，
引导旅客间保持安全距离。

进入候车厅，记者明显感觉
到空气的流动。王琳娜说，现在
车站每天加大开窗通风的频次，
保证候车室空气的清新，并定时
进行全面消毒。

在首都机场，工作人员按照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人物同
防”各项要求，落实对所有进入
航站楼人员进行测温、验码工
作，对旅客高频接触的电梯按
钮、扶梯扶手、自助值机设备等，
加大消毒频次，并对航站楼、机
场巴士、空调风口等重点场所和
设施开展常态化环境采样检测
工作。航站楼内采用全新风模
式，确保良好通风。

春运首日，记者走进中国铁
路上海局集团公司调度指挥中
心。这个中心是指挥长三角铁路
春运的“神经中枢”，足足有10个
篮球场大小。只见墙上硕大的液
晶屏幕动态显示“追踪”行驶中的
列车；在一排排弧形调度监视屏
前，一名名调度员神情专注地忙
着记录、拨打电话，借助智慧“大
脑”和“天眼”，发出一条条指令。

据现场调度员介绍，高峰时
段，高速列车追踪间隔仅为3分
钟。上海虹桥、南京南、杭州东、
合肥南、徐州东等高铁站，列车
密集时段平均 1分多钟就开出 1
列车。

春运是对交通运输部门的
全面“体检”。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刘小明表
示，为了保障好顺畅回家路，交通
部门将优化运力调配，科学安排
班次计划，加大重点区域运力投
放，切实提高旅客集疏运能力。
加大城乡、镇村客运运力投入力
度，提升农村客运班线覆盖面。

“铁路、公路、水路、航空企业
要强化沟通协作，加强干线运输
与城市交通衔接，切实减少人员
聚集，有效解决旅客出行‘最先和
最后一公里’问题。各地交通运
输部门、铁路车站、机场要建立全
面对接机制，精准调配道路客运、
城市交通运力，统筹做好综合运
输服务衔接工作，及时疏运旅
客。”刘小明说。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

司有关负责人表示，铁路部门将
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和客流变化，
加强大数据分析，实施“一日一
图”，机动灵活、科学精准安排客
运能力上线，满足出行需要。同
时保持普速列车开行规模，坚持
开好81对公益性慢火车，为群众
提供基本出行服务保障。

保障顺畅返乡路，还要关注
突发状况。回家路上如果出现
突发疫情，引起交通管控、客流
突变时该怎么办？

“各地将围绕运输组织、安全
应急、防控措施、客流研判等，提
前制定应急预案，并切实加强应
急运力、保障队伍和防疫物资储
备，确保运力安全可靠、防疫物资
正常运转。”刘小明说。

1月28日，在长春站候车大厅，一位旅客使用便民口罩机领取免费口罩。 新华社记者 张楠 摄

畅通“最先和最后一公里”

服务保障“不打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