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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40年春运八大变迁

春运已拉开序幕，很多
旅客提前网购火车票。不
过，在机票捆绑销售的问题
被督促整改后，几大购票平
台在火车票销售方面依然存
在默认搭售、捆绑销售等问
题。（新华网）

面对“购票平台套路
深”，国家发改委表示将用
约谈等手段限制春运加价、
搭售购票行为，这是可行
的，但仅仅约谈恐怕不够。
购票平台的“套路”，一定
程度上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
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
权。既然如此，那就扬起鞭
子，让其感到疼。

有偿救援是对生命的敬畏

□屈 旌

杭州网友“小小草”在熙熙
攘攘的候车室中发现了一个有
趣的现象：有许多拎着涂料桶
回家的乘客，一位候车小哥甚
至随身带了30多个这样的涂
料桶。很多网友猜测，这个桶
是干吗用的？（新华网）

有人在桶里装了做工用的
工具，在城里为很多人整修了
房子，过年回家，也为自己家做
做装修，让家更漂亮；有人在桶
里装满了书本和玩具，惦记着
留守了一年的孩子，想让他们
绽开灿烂的笑脸……聆听关于
涂料桶的故事，了解“神器”的
用途，似是奏响热闹风趣的城
乡奏鸣曲，也让更多人，触摸到
归心的温热和柔软。

这一个个朴素的涂料桶，
和城市里默默奉献的普通劳动

者一样，看上去不光鲜亮眼，有
时满是尘土风霜，但却很踏实，
很靠谱，能装下日常的琐碎，能
托起生活的重担，能陪伴人生
的旅途，能守护悠长的岁月。
他们是吃苦耐劳、挥汗如雨的
建筑工人，为城市树起一座座
地标；他们是风里来雨里去的
外卖小哥，为忙碌生活捧上热
烫的安慰；他们是勤恳踏实的
家政人员，不怕脏不怕烦，创造
洁净与舒适平凡的他们，筑就
了不平凡的生活，宽广的心怀
中，装着他们沉甸甸的责任，热
乎乎的真情，亮闪闪的梦想。

站在熙熙攘攘的车站，看着
一个又一个流动的“大桶”，仿佛
就能看到一程程跋涉奔波的归
路，一次次踮脚远眺的守候，一
幅幅团圆和美的画卷。为了让
这归路更顺畅，让这画卷更美
丽，我们须齐心合力，为生活踏
出坦途，插上翅膀，调出色彩。

涂料桶装满情意和希望

□张 平

《黄山市实施〈黄山风景
名胜区管理条例〉办法》今年1
月1日起实施，《办法》规定 ，
黄山景区今年将启动实施有
偿救援，对违规逃票私自进入
或不听劝阻擅自进入未开发
开放区域，陷入困顿或危险
状态等情形，求救的游客或驴
友，将由旅游活动组织者及被
救助人承担相应救援费用。
（详见本报今日09版）

近年来，驴友遇险事件时
有发生，有的获救，有的遇难，
由此导致的遇险事故不仅耗
费了大量公共资源，甚至拖累
救援人员付出宝贵生命。此
次黄山出台的有偿施救办法，
可以说不仅符合公平原则，更
会对驴友形成自觉自律的震
慑，公共资源本不该为你的任
性买单，也不会为你的任性无

底线地兜底。不过，黄山景区
出台办法刚刚施行，具体对施
救违规驴友如何计费等诸多
问题仍待细化，需要在实践中
加以明确。

生命之重，无法用金钱
加以衡量。有偿救援，并不
是对生命的斤斤计较，而是
生命的珍惜和敬畏。让违规
者有所收敛，有所顾忌，减
少没有准备的盲目探险，对
自己和他人都是一种保护；
对于施救部门而言，实行有
偿 搜 救 与 人 道 救 援 并 不 矛
盾，在执行层面首要应做到
有偿与救援的均衡，将付费
环节加以后置，使二者并不
产生关联。做到获救者没有
包袱，施救者安心救人。同
时还需要法律层面加以统一
规范，既对获救者事后付费
予以约束，又对景区救援服
务督促收费透明、公开，促
进救援服务健康良性发展。

新春日近，春运渐忙。把
时间的纵深拉长，回顾改革开
放 40年以来的春运，我们能发
现发生了哪些巨大的变化？

变迁一：从1亿到近30
亿，规模扩大30倍

翻阅新中国春运历史，最
早可上溯到1954年。当年，“春
运”二字第一次出现在媒体上，
有关方面也确定了“以铁道部
统一指挥协调，必要时请党中
央、国务院要求各省市自治区
及解放军协助”做好相关工作
的原则。

春运真正成为一个社会关
注焦点，还得从改革开放开始
时算起。改革的春潮让中国人
口得以大规模流动，收入的提
高让人们有闲钱旅游，民工流、
学生流、探亲流、旅游流开始在
春运汇聚。1979年，我国春运
历史性突破 1亿人次。“一票难
求”成为此后每年春运的焦点。

2018 年春运，预计全国旅
客发送量将达 29.8亿人次，与
去年基本持平。四十年间，春
运规模扩大了30倍。

变迁二：时速40公里到
350公里，高铁压缩时空距离

经历过十几年前甚至更早
春运的人不会忘记绿皮车。那
一节节车厢寄托着对家乡的思
念，也承载着归家路途的艰辛，
不仅仅是车厢的拥挤，还有走
走停停缓慢的速度。那时，全
国铁路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

2007 年 4 月 18 日，首趟时
速 200公里动车组列车在上海
站始发，我国由此迈入动车时
代。现在，全国铁路营业里程
达12.7万公里，其中时速在250
公里以上的高铁超过 2.5万公
里，居世界第一。

如今，时速 350公里的“复
兴号”高铁动车组越来越多。
从北京到上海大约1300公里的
距离，几十年前几乎要一天一
夜，现在最快只要 4个多小时。
高铁将时空距离大大压缩。

2018年，随着 3038公里新
建高铁加入春运，铁路整体发
送人数至少增加 3000万人次，
其中约6成是乘高铁出行。

变迁三：从“小窗口”到
“大数据”，颠覆购票方式

“买票”是几十年来春运永
恒的主题。但如何买票这些年
有了天壤之别。

中国铁路总公司客运部副
主任黄欣以前在广铁集团工
作，20多年前就开始从事春运
客运服务。据他回忆，那时广
州站前密密麻麻的排队人群能
甩出几公里外。到了夜里，人
们带着铺盖卷在售票窗口前打
地铺通宵排队。

如今，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和新一代铁路客票系统的研发
使用，人们通过网络“动动指
尖”即可购票。

“12306现在日均页面浏览

量达到 556.7亿次，最高峰时页
面浏览量达 813.4亿次，1小时
最高点击量近 60亿次，平均每
秒约 165万次。处理能力达到
每天1500万张。”铁科院电子所
副所长朱建生说。

现 在 ，互 联 网 包 括 手 机
APP售票量占总售票量的 6成
以上，大城市超过8成。

变迁四：从“战场”到
“机场”，候车环境天壤之别

“就像打仗一样，在车站几
十天不能回家，每天在车站广
场和候车室疏导人流，生怕出
事。”每当提起当年的春运，已
经退休的北京西站原党委副书
记姚鸿仁仍然心有余悸。

黄欣回忆当年“惊心动魄
的场面”说，那时车站、候车室
全是人啊，密密麻麻的人头看
着吓人。人们像潮水一样，一
拨“潮退”后候车广场满是挤掉
的鞋子。

当年春运时的火车站犹如
“战场”，让现在坐惯了高铁的
人难以想象。如今的高铁车站
已经跟机场差别不大，更多人
喜欢算计好时间到达车站，通
过电子设备自行打印车票，然
后可以逛逛里面的商场买点特
产，或者坐下来喝杯咖啡候
车。

变迁五：从“忍饥挨饿”
到“网络订餐”，“互联网＋”
上列车

“在火车上还能吃到热乎
乎地道的红烧肉，以前真是不
敢想！”春运期间，家住包头的
常先生在北京至呼和浩特的
Z315 次列车餐车上乐呵呵说
道。

今年春运，呼和浩特铁路
局集团针对不同层次需求，率
先在 Z315/6 次、Z317/8 次列车
推出“中式快餐”预订和送餐服
务，让旅客尽情享受“舌尖”上
的春运。

火车吃饭是个大问题。过
去的绿皮车，能上去已经不易，
要想在车上吃上热饭热菜是件
奢侈的事儿。随着乘车环境逐
步改善，人们能吃上列车供应
的盒饭，更多人选择自带干粮。

据一些退休的铁路列车员
回忆，那时带什么的都有，有带
烙饼大葱的，带饭盒的，后来带
面包、火腿肠、方便面的越来越
多，条件好点的甚至带上烧鸡
啤酒。列车上有一节餐车，还
有小推车送的盒饭，每趟车最
便宜的盒饭总是卖得最快。

现在，列车上的盒饭越来
越丰富，从 15元到七八十元的
都有。去年夏天开始，铁路推
出了动车组列车互联网订餐服
务，人们在高铁列车上的餐饮
更加丰富了：不仅有肯德基、真
功夫这类快餐，还有牛肉面、狮
子头、盐水鸭等地方特色美食。

变迁六：从“绕来绕去”
到“四通八达”，回家之路更
轻松

在人们记忆中，春运总是

和铁路列车紧紧联系在一起。
其实春运公路出行才是“大
头”。在今年近 30亿人次客流
中，铁路运送的不足 4亿，80％
以上都通过公路回家。

因为有了公路，我们再不
用搭拖拉机甚至马车，而是开
上了小轿车、坐上了大巴；因为
有了桥梁，我们再不用坐小渡
船；因为通了隧道，我们再不用
在大山里绕来绕去……如今，
四通八达的路网让回家之路越
来越轻松、快捷、安全。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每百
平方公里的公路密度只有 9.1
公里。现在，这一数字扩大了5
倍多，达到每百平方公里 48.92
公里。

我国高速公路直到20世纪
80年代才开始建设。1988年，
沪（上海）嘉（嘉定）高速公路通
车，标志着我国高速公路零的
突破。1999年，我国高速公路
里程突破 1 万公里，去年达到
13.6 万公里，高速公路已覆盖
全国97％2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
及地级行政中心。

变迁七：从“锅碗瓢盆”
到“快递上门”，行李越少越
轻松

无论你是通过什么方式回
家，总要带上行李。这些年，
人们的行李也发生了很大变
化。

往前倒十年，火车站、长途
汽车站里，那种“你挑着担，我
牵着孩儿，锅碗瓢盆和铺盖卷
全带上，行李里面就是一个小
家”的镜头到处都是。务工回
家的人们尽可能带上更多回乡
的年货，还有不忍丢弃的生活
用品。

如今，春运中，人们肩上的
担子越来越轻，步履也不像以
前那么沉重。行李少了，一方
面说明生活好了，城乡差距缩
小了，以前只有城里能买到的
东西如今农村也有了。另一方
面，蓬勃兴起的电商充当起了
年货的“搬运工”。

据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
心市场监管研究处负责人介
绍，现在越来越多人提前网购
年货，人还没到年货先到。去
年春运期间每天有超过 1亿件
的包裹在路上，其中6成以上都
是年货。

变迁八：从“回家”到
“旅游”，春运范围遍全球

老话讲“有钱没钱，回家
过年”，无论路上多辛苦，过
年是一定要回到家乡和父母身
边。近些年来，带上家人出去
旅游过年渐成时尚，北方人南
下“取暖”、南方人北上“猫
冬”，甚至举家出国旅游的越
来越多。

据携程旅游预测，2018 年
春节将成旅游过年、出国过年

“史上最热”春节，出境游人数
在 600万以上，出行涉 100多个
出发城市，到达全球 60多个国
家、280多个目的地，最远抵达
南极。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