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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心似箭
春运返乡人剪影

谁都能上、啥都能带、
私改油箱、疲劳驾驶
春运回家千万别坐这种车

南京、临沂、郯城、新村。 39
岁的刘师傅一家6口人，分散在
4个地方。 春节，他们要回到同
一个家，团聚。

春运开启。 他早早地收拾
好行李， 从工地赶到南京火车
站， 而他所要乘坐的火车晚上
11点才发车。“心里急啊，盼着
早点回家。 ”他不好意思地笑笑
说。

刘师傅2019年8月来到南
京， 在一家建筑工地找到一份
基坑维护的工作。“整天和沙
子、水泥打交道。 一天工作10小
时，非常辛苦。 ”不过值得欣慰
的是， 他一个月有七八千元的
收入， 不到半年积攒了两三万
元。

两个孩子。 老大17岁，在郯
城二中读高一。 老二才1岁多，
和60多岁的爷爷奶奶生活在新
村老家。

天各一方。 刘师傅来南京
后，就没有回过家。 平常偶尔和
妻子视频聊天， 而家里老人上
了岁数，都不会使用视频电话。

孩子一直没有见过，“想， 特别
想。 ”

搭乘晚上11点的火车，抵
达邳州是第二天早上6点多，再
从邳州坐汽车到港上镇， 然后
再坐摩托车到相距不远的郯城
县新村乡，就到家了。

记者问：“春节给孩子准备
了什么礼物？ ”“过年嘛，孩子要
什么，买什么。 ”刘师傅咧嘴笑
着挥了挥手。

与其相似， 来自陕西安康
的陈师傅， 一家人也分散在各
地。陈师傅在南京。妻子和孩子
在宁波。 老家还有70多岁的母
亲。

由于没有技能， 他在一家
建筑公司干一些体力活。 陈师
傅说， 从早晨六七点干到晚上
七八点，一个月也就三四千元。

妻子在宁波的一家厂里给
螺丝刀打胶， 儿子在另一家厂
里生产冰箱零部件。

同一个镇的杨师傅是在陈
师傅的带领下出来闯荡的。
2019年10月份， 杨师傅来到陈

师傅所在的建筑公司。“有熟人
照应，心里踏实一些。 ”杨师傅
说，他的妻子身体不好，在安康
老家照顾孩子。

春节将至， 他们早早在网
上抢票。 可惜，车票紧张。 最终
在车站窗口购买了一趟慢车车
票。 晚上5点从南京出发，需要
经过20多个小时， 才能抵达家
乡。

在随身的行李中，几桶方便
面分外打眼，那是他们一路上充
饥的食物。“辛苦是肯定的，但想
想马上一家人就要团聚了。 ”他
们不禁开心地笑了起来。

背包、行李箱、塑料桶……
在火车站，记者看到，家在各地
的旅客纷纷踏上返乡的归途。
行囊各种各样， 但他们脸上无
一例外地都洋溢着期待和欢乐
的笑容。

南京是重要的铁路交通枢
纽。 据南京火车站消息，春运期
间， 该站将开行办客旅客列车
616对， 春运40天将发送多达
791万名旅客。 /新华社

再过几天就是除夕， 你家
的年货备好了吗？ 1 月 14 日，
一列集装箱冷链年货班列发往
成都、重庆，车厢里零下 18 摄
氏度，里面的“乘客”很特殊，是
来自阿根廷、巴西的冻肉，加拿
大的海鲜等， 先通过远洋货轮
运抵上海港， 再根据货运需求
装上铁路货车， 驶向中西部内
陆地区。

除了冻肉、冷饮、奶油等食
品外， 进口海鲜也受中西部地
区消费者的喜爱。 西南内陆地
区的海鲜消费主要靠“运进
来”，物流成本高，销售价格也
会相应上涨。相较于公路，铁路
冷链运输能够提供最低零下

25 摄氏度的保鲜温度，并可动
态调节温度，运量大、安全系数
高又节能环保。

随着铁路运能不断扩容，
春运客运保障能力提升的同
时， 货运服务也在升级。 前几
年， 上海地区铁路冷链运输仅
发送冻肉货品， 去向仅为广州
等华南地区。如今，随着铁路冷
链运输的快速发展， 来自世界
各地的冷链食品通过铁路“快
递”到百姓的餐桌。

2019 年全年，上海地区通
过铁路冷链集装箱运输的装车
数为 1800 车左右， 发送量约
4.5万吨。冷链服务的辐射面也
进一步向中西部延伸。 2019年

12 月初，上海至成都之间冷链
货物双向运输大通道正式打
通， 目前已经成为稳定的沿江
物流通道。

近年来， 铁路货运不仅保
障大宗物资运输， 也越来越亲
民，载着老百姓的“小确幸”，更
多服务人们的日常生活。 铁路
部门优化开行时速 160公里的
特快货物班列， 进一步满足快
递企业运输时效要求， 也推出
20 尺敞顶箱、45 尺宽体箱，积
极推进多式联运发展。 物流运
输多元化、组织科学化、定价市
场化，将不断降低物流总成本，
提升老百姓获得感。

/新华社

风险大：谁都能上、啥都能带、私改油箱、疲劳驾驶
记者跟乘了“南通—泗县”和“东海—宁波”2条热门线路上

的“黑长途”。
经调查，这些“黑长途”大都是旅游车，并未取得道路长途客

运班线经营许可。由于长途班线客运有利可图，部分旅游车主便
非法运营，春运期间尤其活跃。 记者见到，多地“黑长途”有固定
上车点、名片甚至招牌，在苏北某县，“黑长途”甚至就在正规长
途车站门口“抢生意”。

记者在搭乘过程中发现，“黑长途”安全风险很大。
与正规车站凭身份证件在定点集中乘车的硬性规定不同，

“黑长途”乘客不需出示任何身份证件即可顺利乘车，且上车地
点也不固定，沿途招揽乘客情况时有发生。

随车行李更是啥都能带。在“东海—宁波”的“黑长途”上，行
李舱早已“爆满”，车上后排座位和行李架上也被塞满，这些行李
均未接受安检。

“这种车我老坐，带东西方便。 ”一位孙姓乘客告诉记者，他
以往携带油漆、煤气罐、打火机、刀具等危险品乘车均无人过问。
据他所知，春节前，一些人还会把来路不明的电动车或其他物品
拖上此类大巴带回家。

“黑长途”车况隐患不少。 多位知情人透露，为逃避检查，行
驶途中“黑长途”几乎不进站检查车况，很不安全。

“黑长途”司机普遍疲劳驾驶。 据长途班线客运管理相关规
定，高速行车连续4小时后必须停车20分钟，同时换司机驾驶。
记者发现所乘车辆无一落实相关规定。“我们常常是到了规定时
间，就换驾驶员识别卡，不换人。 ”一位“黑长途”司机告诉记者，
长时间疲劳驾驶在春运期间是常态。

“春运期间昼夜跑车，几十天连轴转，常累得头晕腿软。换班
前1小时最困，很容易出事故，真后怕。 ”该司机称，他曾亲眼目
睹一辆“黑长途”在杭州湾跨海大桥侧翻。

监管难：打“游击”躲监管、图“方便”舍安全
据东海县运输管理所所长陈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运输条例》《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对长途班线客运、
旅游客运经营范围有明确规定， 未取得道路长途客运班线经营
许可的车辆，不得擅自从事相关经营。 然而记者了解到，有效监
管“黑长途”难度不小。

———审核、取证难导致监管“打折扣”。东海县运输管理所副
所长刘诚表示，“黑长途”大都有合法旅游包车资质，他们以此为
掩护，非法经营长途客运业务。一旦被发现，他们就以“包车前往
某地旅游”为名，逃避执法。 另外，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或因
为难以从乘客处取得证据、或因为实施“卡点巡查”被绕开，监管
效能大打折扣。

———一些乘客因为自身乘车需求，不愿配合监管。 随时随地
上下车、人员行李均不用安检……“黑长途”迎合了部分乘客“只图
方便、不顾安全”的心态，在多地很有市场，载客量甚至超过正规长
途车。另外，不少“黑长途”经营者摸准了大量乡镇乘客集中乘车难
的“痛点”，自配“摆渡车”提供上门接送客服务。 多位乘客告诉记
者，因为方便，他们出行往往选乘“黑长途”而非正规长途车。

记者从多名正规长途车经营者处了解到，“黑长途” 往往仅
需挂靠在旅游公司，并不需要支付客运线路的经营成本，因此具
有一定价格优势，对正规长途车冲击很大。一位钱姓正规长途车
主告诉记者，他长期跑的线路仅有5辆正规车，但春运期间非法
参与该线路营运的“黑长途”却有20多辆。

知情车主透露，“黑长途”提供的“摆渡车”大都是已报废或
车况安全无保障的车辆，而且在“摆渡”过程中，普遍存在超载超
速情况，非常危险。

“两手抓”：严格执法守底线、改善服务保出行
据交通运输部数据，2020年春运中，将有24.3亿人次选择道

路客运。 如不能严管“黑长途”，旅客平安出行将失去保障。
对此，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春运期间将加强安全监

督管理。 督促企业自查自纠，全面排查治理事故隐患；督促客运
企业严格执行长途客车凌晨2至5时停车休息或接驳运输等安
全管理制度； 加强重点营运车辆动态监控， 及时提醒和纠正超
速、疑似疲劳驾驶等不安全驾驶行为。

东海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孙七洲也表示， 将对非法营运旅
游车加大监管和执法力度。运管部门将对比审批记录、调看行车
轨迹和监控录像，及时发现旅游车“以包代班”。 加强路面检查，
加大对驾驶员、所属企业法人的惩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

多位基层运管人员建议，春运期间，可根据运力需求，灵活
调整班线、班次，将更多有意加入正规运输的客车纳入正规管理
之中，保证运力充足。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考虑增加班线
车站外停靠点、探索延伸接送服务，让旅客更便捷出行。 /新华社

一列超级“冰箱”
载着你的“洋年货”来了

春运期间，大量乘客选择道路客运返乡。 近日，记者在江
苏、浙江、安徽多地调查发现，部分正规车站内的长途汽车上乘
客稀少、冷冷清清，而站外揽客的“黑长途”大巴车上却人头攒
动、红红火火。

这些“黑长途”如何运营？ 存在哪些重大安全隐患？ 监管有
何难点、如何跟上？ 新华社记者登上“黑长途”进行暗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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