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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齐 放）“关于汽车
客运车票实名制，我们已制订相关程
序升级方案，待春运时间结束后，我
们会及时测试系统，确保 3月 1日全面
实行购票实名制。”2月8日上午，漯河
汽车站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3月1日起，凭有效证件买汽车票

据介绍，根据交通运输部发布的
关于修改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
理规定》的决定，从 3月 1日起，将对
省际、市际客运班线全面实施客票实
名售票和实名查验，届时长途汽车票
也会和现在的火车票一样，印上旅客
的身份信息。省际、市际客运班线的
经营者或者其委托的售票单位、起讫
点和中途停靠站点客运站，应当实行
客票实名售票和实名查验。

3月 1日起，只要购买了跨省、跨
市的长途汽车票，票面上会和火车票
一样印有本人的身份信息，进站时，
如果被检出票、人、证不一致，可能
无法登车。

“外出旅客要注意这一新变化，购
票时必须提供有效身份证原件，并由
售票人在客票上记载旅客身份信息。”
漯河汽车站相关负责人说，旅客如果
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实名购票，在
购票时应提供真实准确的旅客有效身

份证件信息，并在取票时提供旅客的
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此外，帮别人购
买车票的，也要出示代购人及被代购
人的身份证件。实名制管理后，还有
一个好处就是，旅客再也不怕遗失车
票了。因为新规规定，旅客遗失客
票，经核实身份信息后，售票人应当
免费为其补办客票。

那么，如果没有带身份证怎么
办？记者了解到，除身份证外，乘客
还可以持临时身份证、居住证、户口
簿、护照、军人保障卡、军官证、武
警警官证、士兵证、军队学员证等有
效证件购票。

春运结束立即升级相关系统

采访中，漯河汽车站相关负责人
表示，其实，我市汽车客运部门在两
年前已实行“准实名制”，就是旅客在
购票时，需要购买乘客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此时需要实名制。九成左右的
旅客凭有效的身份证件办理了保险。

针对未来在汽车票的票面上显示
乘客信息这一新变化，漯河汽车站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新的实名制售票
系统需全省联网，为了不影响正在进
行的春运，车站已制订了售票程序升
级的相关方案，等春运结束立即试运
行新程序。

□本报记者 齐 放

2月 8日上午，记者了解到，目前
我市铁路和公路客运平稳有序，旅客出
行顺畅，没有滞留情况。

当天上午，天气寒冷，天空中一直
飘着零星的雪花，但这些都没有阻挡住
人们出行的脚步。

记者看到，火车站的售票大厅内，
所有的售票窗口全部开放，许多旅客在
排队购票。因为天气原因，旅客大多都
在漯河火车站的候车大厅内候车，外面
临时搭建的候车棚内倒是没有多少旅
客。

漯河火车站客运部门的相关负责人
向记者介绍，目前旅客出行都能顺利买
到车票，客流以北上广为主，日发送旅

客接近万人。客流高峰出现在 2月 2日
大年初六，当日发送旅客 2.3万多人。
春运的后半期，出行旅客将以务工流和
学生流为主，元宵节期间将会迎来又一
个出行高峰。

在漯河汽车站候车大厅，记者了解
到，目前出行的旅客大多以外出务工和
探亲返乡为主。汽车站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目前车站每日发车 560多个班次，
每天发送旅客接近 7000人次，长途旅
客流向以江浙一带为主。

据介绍，截至目前，今年春运期
间，公路客运高峰主要出现在 2月 2日
大年初六，当日发送旅客 1.7万人次。
预计下一个出行高峰在正月十五，需要
出行的旅客请提前做好相关准备工作，
最好错峰外出。

本报讯 （记者 张晓甫） 去冬今
春，我市先后经历了多场雨雪天气。2
月7日晚，我市又普降小雪。这对我市
春季小麦管理有何影响？2 与 8 日上
午，记者随市农业局专家乔德喜来到我
市部分地块，现场查看并分析了当前小
麦长势。

在源汇区大刘镇陈庄村地头，乔德
喜等人看到，一块麦田的小麦分蘖较
少，小麦苗高明显高于其他地块。乔德
喜告诉记者，小麦旺长直接导致分蘖过
少，小麦穗数就会下降，影响今年小麦
产量。因为近段时间我市降水较多，田
地的表层墒情较好，小麦的次生根就出
现了过短的现象。“综合前段时间摸排
苗情长势，我市小麦次生根过短的地块
占比较重，有可能在后期出现倒伏现
象。”乔德喜说。

结合当前我市小麦长势，乔德喜建

议我市小麦春季管理要及时注意以下几
个事项：一是中耕镇压，控旺促壮。对
于冬前群体偏大，开春后有继续旺长趋
势的麦田，返青至起身期可采取深中耕
断根、镇压，或在小麦起身期喷施化学
调节剂，抑制基部节间伸长，控制旺
长，防止小麦生育后期发生倒伏。二是
分类管理，合理施肥。三是加强预测预
报，搞好病虫草害防治。当前主要抓好
除草、查治小麦黄花叶病毒病和小麦条
锈病监测三个重点。四是密切关注天气
变化，预防倒春寒冻害。

3月1日起

坐长途汽车购票将实行实名制

我市春运平稳有序

元宵节期间将再现出行高峰

□本报记者 王海防

贴春联是春节习俗中不可缺少的一
部分。但节日期间，记者走访市区乡镇
却发现，作为春节传统文化符号，春联
的印刷体大行其道，手写体难寻踪迹。
看似制作精美的春联却少了文化味。

【市民尴尬】
自家春联与邻居“撞衫”

1 月 26 日是农历腊月二十九。上
午，家住沙北某小区的李先生匆匆忙忙
将对联贴上门框。“下午就要回外地老
家，顾不上写，就把商家送的贴上了。
谁知春联贴上去，问题就来了。”李先
生哭笑不得。原来，自家的春联贴好后
才发现，对门邻居家贴的春联与自家的
内容一模一样，都是商家送的。

无奈，李先生又急急忙忙将春联揭
了下来。翻箱倒柜找出红纸和笔墨现写
了一副春联贴到了自家门上。

事后李先生才发现，小区内不下
10户居民家的春联内容都一样，并且
都是同一商家赠送的。

“之前每到春节前家里的春联都是
手写的，总感觉只有这样的春联才符合
这一传统的节日。”李先生说。

【记者调查】
年货大集难寻手写春联

与市区相比，在农村印刷春联也大
行其道。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印刷春联
出现在农村年货大集上。由于印刷春联
看起来工整，色彩也格外鲜亮，深得家
家户户的喜爱。

不过，也正因为机器印刷的复制特
点，使得春联的字体和内容雷同。成百
上千副的春联，涉及的内容总是那几
个，渐渐淡化了春联应有的文化内涵。

1月31日是正月初四，记者驱车分
别来到西城区阴阳赵镇、舞阳县莲花
镇、郾城区龙城镇走访部分农村家庭，
希望能寻找出一些手写春联，但结果大
失所望，很少有人家张贴手写春联。

在莲花镇拐子王村，记者在一家村
民堂屋的门框上看到一副手写春联。

“这幅春联写的不错啊，是自家写的
吗？”记者问。“不是，是保险公司送春
联时给的。”这家女主人说。

走访中记者看到，家家户户大门上
贴着的大红的春联都是购买的或是商家
送的。“村里文化人多，大学生也不
少，但是能写毛笔字的人不多。”采访
中一位村民告诉记者。写春联是几年前
的事了，这些年没见有人写。

【专家呼吁】
春联应多些文化味

“春联是一种春节文化符号，也是
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我市民俗专家乔
聚坤认为，如今的机器印刷春联，虽然
外表好看了但丢掉了文化元素。乔聚坤
回忆道，想当年临近春节，家家户户都
要准备红纸笔墨写春联。有自家写的，
也有邀请邻里公认的文化人帮忙写的。

“在书写春联的过程中，大家相互交
流，为新年增添不少欢乐。”乔聚坤
说，手写春联变成印刷春联，看似省事
多了，却让年味淡了。有些印刷春联，
虽然制作精美，但很难体现春联的文化
内涵。而手写春联不但表达了书写者对
新年的美好愿望，而且在创作时能了解
有关春联的知识。这些都是印刷春联所
不能给予的。

面对渐行渐远的手写春联，乔聚坤
认为，手写春联不但能弘扬书法艺术，
又能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弘扬传统文
化，既需要市民自觉行动，也需要政府
积极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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