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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下的春运防疫下的春运：：如何消除这些隐患如何消除这些隐患？？

年关将近，虽然各地倡
导就地过年，春运客运量总
体下降，但人员集中流动与
疫情防控任务交织叠加，组
织保障工作仍然难度较大。
火车、飞机、大巴车等长途公
共交通工具空间密闭、人员
复杂，多地“寻找同乘人员”
的消息反映出长途公共交通
工具属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重地。虽然交通部门已经出
台多项防控措施，但仍有一
些旅途隐患需要警惕。

春运期间，如何安全乘
坐长途公共交通工具？

1 月 5 日，一名乘客从黑龙江省绥

化市望奎县乘 K350次列车返回吉林省

长春市，其妻子与其邻座。1月 11日，两

人被确定为无症状感染者。

与上述两名无症状感染者同车厢

的另外 1人，从黑龙江省伊春市南岔县

上车，1 月 13 日被确定为无症状感染

者。后经流调等方式溯源发现，这个无

症状感染者在吉林引发了超过百人的

“超级传播链”。

相关人士根据传染性和基因测序

等判断，这个无症状感染者在车厢内感

染的可能性非常大。由于密闭空间病毒

传染的概率很大，很多人因为同车厢或

者同航班出现确诊病例或者无症状感

染者被采取管控措施。

黑龙江省卫健委二级巡视员刘彦

诚介绍，哈尔滨市群力新城小区 1月 20
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汤某，曾于 1
月 13 日乘坐 Z17 次列车由北京抵达哈

尔滨，随后有关部门对汤某同车厢 75
名乘客采取相关管控措施。

此外，部分从国外入境人员在隔离

期满且核酸检测为阴性后，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出行，但抵达目的地后核酸检测

呈阳性，导致有关部门紧急寻找同乘

者。

记者梳理发现，1 月份以来，全国

有数十趟火车、公交、飞机涉及紧急寻

人。按照相关要求，一旦发现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触者

等曾出现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有关部门

会及时做出场所消毒、管控有关人员等

举措。为防控疫情，一些地区还暂停运

行部分列车，给春运工作和乘客出行带

来不便。

为防扩散，数十趟火车、
公交、飞机紧急寻人

记者了解到，虽然今年春运客运量总体下降，

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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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铁路、机场、公路等

相关部门已经把疫情防控放在了春运工作的首要

位置。其中，铁路部门严格控制列车超员率，加强

客流疏导；公路客运站严格落实乘客测温、查验健

康码等防控措施，并做好运输工具的消毒和通风

工作；不少机场在显要位置张贴和摆放宣传提示

语，加大摆渡车发车频次，减少等候时间。

国家有关部门近日印发《2021年综合运输春

运疫情防控总体工作方案》，要求各地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铁路车站、机场要建立全面对接机制，

统筹做好综合运输服务衔接工作，及时疏运旅

客，避免造成人员聚集。

但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火车、飞机、大巴车等

长途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坐时间长、空间相对密

闭、人员流动大，乘客随意走动、口罩佩戴不规范

等问题依然为春运期间疫情防控带来诸多隐患。

——乘客口罩佩戴不规范。“绝大多数旅客

都能听从佩戴口罩等的劝导，但乘务员巡查、打

扫卫生时，总会发现有的乘客口罩佩戴不规范，

甚至摘下不戴。”一位列车长告诉记者，没有办法

“时刻关注乘客口罩佩戴情况”，只能及时提醒乘

客。由于座位间隙小，乘客摘下口罩吃饭也会加

大传播风险。

——乘客随意走动，不能保持安全距离。一

位列车乘务人员介绍，由于他所值乘的列车运行

时间超过 6个小时，部分乘客会在车厢内走动，甚

至跨车厢“活动身体”，人员流动频繁。此外，在排

队进站、检票上车等环节，个别乘客不能保持“一

米线”距离，甚至出现“人挨人”的现象。

——站台吸烟增加疫情传播风险。由于旅途

时间较长，部分乘客会在上车前的站台上，或者

列车停站时走出车厢吸烟。由于停车时间短，不

少下车吸烟人都聚集在列车门口，增加了疫情传

播风险。

——无症状感染者较难防控。梳理发现，近

期各地散发疫情中，均有无症状感染者引发的疫

情扩散案例。部分交通从业者认为，现在乘坐交

通工具前使用的测温、查验健康码等措施，在筛

查无症状感染者方面仍显“力不从心”，很难通过

测温等方式筛查出无症状感染者。

返乡路上，防范多重旅途隐患

春运期间，除严格遵守相关政策要求外，需要

每个人都肩负起职责，做好自己的“安全卫士”。

近日，有关部门已经下发《关于有序做好春运

期间群众出行核酸检测工作的通知》。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表示，目前，

核酸检测仍然是能够尽早发现新冠病毒感染者的

有效手段。有关交通从业者、专家表示，有关部门

可继续加强前端防控措施，尽量减小无症状感染

者、确诊病例等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概率。

乘客要认真进行体温监测，适当减少用餐、吸

烟次数，规范佩戴口罩。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吴

春耕表示，各地要全面严格落实乘客测温、查验健

康码，提高客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通风消毒频

次，旅客要全程佩戴口罩，减少分散流动。

保持安全距离，减少非必要接触。北京西站客

运车间业务指导王琳娜建议，旅客在进站口、安检

口以及验证验票口，要严格按照“一米线”间隔排

队，在乘坐交通工具过程中要始终做好自身防护，

减少集中聚集。

适当增强防控力量，加强督导和检查。一些专

家建议，乘客要支持和配合测温工作，如有发热要

主动报告，各地公共交通场站要进一步强化安全

意识，必要情况下可增设疫情防控监督员，专门督

促火车、飞机、大巴车上的乘客落实好防疫措施。

相关监管部门也要强化督导，确保有关单位落实

好载客率、隔离区等要求。

吴春耕说，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

下，交通运输部将进一步做好运输服务保障，优化

路网运行服务，积极宣传引导公众安全出行，确保

“疫情不因春运扩散”。③1 据新华社电

平安过年，做好自己的“安全卫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