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车票难买，一些车次开售即秒光？

从春运前九天的情况看，作为大众
化交通工具，铁路仍是许多旅客出行的
首 选 。 自 1 月 26 日 春 运 开 启 至 2 月 3

日，全国铁路春运累计发送旅客 1.065

亿人次，日均 1183.4万人次。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数

据显示，今年春运，铁路部门将全部客
车投入运营，每日最多可提供 1070 万
个客票席位（不含途中重复利用），运力
安排总量创历史之最。整个春运 40 天
时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4.8 亿人
次，日均 1200万人次，同比 2023年春运
增长 37.9%。

记者调查发现，有的旅客表示可能
自己手速快，抢票很顺利；有的旅客通
过 候 补 购 票 买 到 了 车 票 ；也 有 旅 客 表
示，人多的时候还是很难抢，一些心仪
的车次开售即秒光。

“春运高峰时段，旅客集中出行，铁
路客流具有高度集中、极不均衡、单向
流动等显著特点。”12306科创中心技术
负责人杨立鹏表示，根据节前售票和候
补情况分析，铁路全部运力已投用，但
仍然无法满足短短几天内旅客集中出
行的大规模购票需求。

杨立鹏说，春运出行高峰期，火车
票供需矛盾突出，预计有不少旅客在高
峰期不能买到如愿的火车票，尤其是广
州往重庆方向、深圳往武汉方向等热门
方向的热门车次。

抢票软件成功概率更高？

春节临近，人们集中在年底回家，
造成时段性票源紧张，抢不到票可以理
解。但有不少网友反映，铁路 12306上抢不到票，却在一些
抢票软件上买到了票。网友因此质疑 12306放票不实。

事实如何？
记者调查发现，抢票软件主要采取代购、抢票、囤票等

特殊手段，比如冒用他人身份信息注册大量 12306 用户账
号抢票，或者让旅客设置多个发到站组合，采用多花钱、购
买实际到站前方几站车票的“买长乘短”方式，以及先买短
途车票上车、违规不下车的“买短乘长”方式购票。

一些抢票软件还推出快速、光速、VIP等费用不等的“加
速包”，告知旅客购买“加速包”服务即可提高抢票成功率。

“据 12306 后台数据分析，无论是否购买‘加速包’，购
票成功时间一致。”杨立鹏表示，网传抢票软件可通过集中
抢票，然后不支付返票或支付后退票，再让退回的车票满足
自己提交的候补需求，利用这种手段抢到车票的概率极低。

杨立鹏表示，抢票软件提交的候补需求最终需要进入
12306候补队列，而 12306系统的候补是按订单生成的时间
顺序兑现，抢票软件无法将其排在后面的候补需求调整至前
列；同时，12306系统可通过多种途径，识别出有异常的候补
需求订单并加以处置，不会将票额优先满足异常候补需求。

“有票”“无票”谁真谁假？

那有的抢票软件显示“有票”，12306 却显示“无票”，又
是为何呢？

杨立鹏表示，12306 从未与任何抢票平台合作，也未将
票额分配给任何平台发售，也未与任何平台链接数据。抢
票软件平台页面上显示的余票数据，是从 12306 平台爬取
页面显示的信息，然后再修改加工而成。

“当某车次列车车票售完后，12306 平台上会显示该车
次无票，但抢票软件平台上显示时将其更改为‘有票’，实质
是让旅客‘买长乘短’和‘买短乘长’。”他说。

记者调查发现，有的抢票软件在“有票”下方附加设置
小字提示，如“多买几站”或“全程不用下车、上车补票”等，
但是这种“有票”并不是真的有出发站至到站的车票。

杨立鹏提示，“买长乘短”让旅客多付费用，“买短乘
长”、上车补票可能会引发列车超员报警、影响列车运行安
全，铁路部门将依规请“买短乘长”人员下车，旅客出行会受
到很大影响。

记者了解到，铁路车票分配的基本原则是统筹考虑便
利沿线旅客群众购票出行和充分用好铁路运力资源，兼顾
长短途。分配依据主要是始发站和沿途各站的历史客流及
车票预售情况，优先满足从始发站乘车到终点站的长途旅
客；当长途车票还有剩余时，售票系统会将部分票额调整至
沿途有需求的车站。

“目前，全国铁路运行图中，铁路局管内短途旅客列车
比例达到 65%，短途旅客可选择空间较大。”杨立鹏表示，对
于网传发现有的列车“有大量空座”的现象，主要原因是这
些列车或是单向客流的返途列车，或是为了照顾中途站旅
客预留的部分坐席，还可能是部分运行线路较长的列车存
在部分区段客流不饱满的情况。

对于如何提高抢票成功率，杨立鹏表示，铁路 12306网
站是中国铁路唯一官方火车票网络售票平台，也是全球最
大的实时票务系统。在春运火车票售票高峰期，建议广大
旅客选择 12306官方渠道购票，充分运用起售提醒订阅、购
票需求预填、候补购票、务工人员和学生购票专区服务等
12306新功能，以提高购票成功率。

此外，杨立鹏表示，当无法买到心仪的直达车票时，可尝
试购买 12306平台的联程票，采用分段乘车的方式出行。铁
路部门已在 120个主要车站开展换乘服务，旅客无需出站即
可进行换乘。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2月 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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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正值春节前返乡高峰，部分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
性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呼吸道疾病感染风险加大。目前我
国呼吸道疾病流行形势如何？怎么做好春节期间防控工
作？重点人群如何防治？国家卫生健康委 4 日召开新闻发
布会，对热点问题进行回应。

■ 流感仍是当前呼吸道疾病感染的主要病原体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陈操介绍，新冠病毒
JN.1 变异株已成为我国优势流行株，感染病例以轻型为
主。随着春节前后人员跨区域流动和人群聚集增多等因素
影响，预计新冠疫情将逐步上升。

监测数据显示，近期流感呈回落趋势，但仍是当前呼吸
道疾病感染的主要病原体。专家研判认为，2 月份我国将
继续呈现多种呼吸道疾病交替或共同流行态势。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锋表示，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专门就春节前后防控工作作出部署。各
地将加强值班值守，保持备急状态。 120 急救热线要保证
24 小时畅通，做好急救转运。二级以上医院和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发热门诊及诊室要应开尽开。急诊、儿科、呼吸科等
重点科室要畅通绿色通道，安排好节日期间医疗服务保障。

■ 春运出行加强健康防护

今天是 2024 年春运的第 10 天。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
司副司长高博介绍，春运前 9 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日均超过 1.9 亿人次，公众出行需求旺盛，交通运输运行总

体平稳有序。
高博介绍，交通运输部严格做好客运场站、交通工具

服务区的清洁消毒和通风换气；通过加密运营班次、延长
运营时间、增开进出站和安检通道、晚点情况下提前通知
等方式，最大限度减少旅客在场站内聚集；针对自驾出行
人员，在客运场站、交通工具、服务区等场所动态播放春运
平安出行温馨提示，引导公众科学佩戴口罩，做好自身健
康第一责任人；持续做好交通运输一线从业人员健康监测
工作；指导运输企业和医疗物资生产企业加强供需对接，
充分保障春运期间医疗物资运输需求。

陈操建议春运期间有出行计划的公众，出行前密
切关注传染病疫情动态和相关部门发布的防控信息提示，
合理安排行程；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环境密闭或人员密
集的公共场所时，科学佩戴口罩，及时洗手、消毒，做好手卫
生；做好健康监测，若出现发热、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症状，建
议暂缓出行，症状较重时及时就诊；合理安排作息，保证均
衡营养，适量运动，提高自身免疫力。

■ 重点人群呼吸道疾病防治要注意这些

老年人、儿童、严重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等是感染呼吸
道疾病的重点人群。陈操表示，这类人群由于自身免疫力
较弱，感染后更容易发展成重症，建议尽量减少前往人员密
集场所。

中医在治疗季节性呼吸道疾病时如何发挥作用？广东
省中医院院长张忠德表示，针对个体化治疗非常重要，首辨

风寒风热，再辨是否夹燥、夹湿，最后再看体质是气虚、阳虚
还是阴虚。如风寒感冒会出现怕风、怕冷、身体酸痛等症
状，风热感冒会出现发热、喉咙痛等症状，根据南北方等地
区不同进行合理调整用药。

合理的营养有助于呼吸道疾病住院患者快速恢复并提
高对后续感染的抵抗力。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于
康表示，不管是住院期还是康复期，患者食物尽可能细软，
避免油腻刺激性食物。

春节期间慢性病患者用药如何保障？上海市徐汇区斜
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任医师朱兰介绍，当地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在节日期间开设门诊，通过官网等途径向
社会公布开诊信息；家庭医生在节前为病情稳定的慢性病患
者开具最长达 12周的“长处方”；除少数特殊药品、针剂类和
胰岛素等有特殊配送和储存要求的药品外，居民可通过互联
网医院配药。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4日电）

民生冷暖，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于心。

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部分地区相继出现洪涝、低温雨雪冰冻以及地震、山体滑坡等自然和地质灾害。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专门召开相关会议，看望慰问受灾群众，检查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春节将至，新华社记者探访甘肃、青海、云南、黑龙江、浙江、北京、天津、河北等多个受灾害影响地区，采

访当地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确保广大群众平安过冬、温暖过年的情况。

温暖过新年 奔向新生活
——加快灾后恢复重建、积极应对寒潮天气一线见闻

春节期间如何做好呼吸道疾病防治
国家卫健委回应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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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4 日，2024 年春运进入第 10 天。铁路 12306 系
统已顺利度过春运节前车票售票高峰，迎来节后返程
车票售票高峰。

今 年 春 运 是 疫 情 防 控 平 稳 转 段 后 首 个 常 态 化 春
运，旅客出行意愿强烈。不少网友反映，一些车次开售
即秒光，一票难求；还有网友反映，有的抢票软件显示

“有票”，12306 却显示“无票”。
针对公众关注的春运火车票购票相关问题，记者

进行了采访调查，12306 也作出回应。

新华社发

新华社发

1 月 22 日，国网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供电公司员工对 35 千伏征山线进行检查。 （张诗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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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灾后重建妥善安置群众

只要有家，就有生生不息的希望。
2023 年 12 月 18 日深夜，甘肃省积石山县发生 6.2

级地震。在甘肃，地震导致 5 万余户家庭受灾，其中，14
万余名群众需要紧急安置。

日前，记者来到石塬镇秦阴村安置点，看到卫生室、
临时警务室、村委会、邮局等一应俱全，许多人家已贴上
了春联和福字。村民秦三虎和老伴已经从帐篷搬进了
活动板房。走进他的“新家”，炉膛里的火烧得正旺，墙
边堆满了米面油、鸡蛋、奶粉等各种物资。

“米面油够吃好几个月，过冬的煤炭、炉子也有人
送，现在什么都不缺。”秦三虎告诉记者。

除了渐浓的年味，在安置点上还有热火朝天的干劲。
记者从积石山县委了解到，灾后重建工作正在有序

进行。截至目前，全县灾后损失认定已基本完成，灾后
重建项目规划编制工作有序推进，部分受损学校和危房
的维修加固工作正在加快实施。

“57所学校已经完成加固维修方案编制，其中 16所
已经开工，争取在春季开学后所有学校完成维修加固。
开春后，大规模的重建就要动工。”积石山县委副书记祁
小军说。

黑龙江省五常市常堡乡常堡村新立屯，冬日阳光照
耀下，一栋栋新建房屋的蓝色彩钢屋顶闪闪发亮。去年
8 月，这个屯因洪水受灾严重，如今 14 户房屋重建，5 户
进行了维修。

走进 65 岁的村民刘秀家。室内暖意融融，鱼缸里
的鱼在恣意畅游，栽种的绿植长势正好。

“你看，这墙都是 50 厘米厚的，里面还加了一层 10

厘米的保温板，老房子和这可没法比。”拍拍新房厚实的
墙壁，村民刘秀说，灾后政府补贴很及时，住了一辈子土
房，如今换成了大砖房，屋里还装了地暖。

据统计，在 2023年入冬前，五常市 2651户重建房屋、
8259户维修房屋全部完工，购买置换 455户，全市因房屋
潮湿不具备入住条件的受灾群众已妥善解决过渡性安置。

面对灾情，广大干部群众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要求，众志成城、凝心聚力，加速灾后重建，妥善做好
灾民安置工作。

在北京，去年 7 月底、8 月初的特大洪水让门头沟区
斋堂镇沿河口村整体受损严重，村庄所有宅基地全部被
洪水浸泡、淤泥倒灌。今年 1 月底，沿河口村异地安置
项目正式“交钥匙”，村民陆续搬进新居准备过大年。

“沿河口村的房屋均为装配式模块房，就是房子在

工厂预制完成，只需要运到现场，进行组装就可以。”斋
堂镇党委书记晋卫华告诉记者。

在云南，镇雄县“1·22”山体滑坡灾害遇难人员家属
陆续搬入“新家”。他们有的选择到县城安置小区集中
安置；有的选择在受影响区域外投亲靠友、租房等方式
过渡安置，县政府按每户每月 1000 元标准给予补助，补
助期暂定 6 个月。同时，镇雄县政府还给受灾群众发放
生活补助，自滑坡灾害发生之日起，前 10 天每人每天补
助 200元，之后 6个月每人每天补助 35元。

在青海，记者来到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看
到当地根据房屋受损程度，鉴定为“C 级”“D 级”住房的
受灾群众全部安置到位，共设立了集中安置点 103 个。
灾后重建工作已全面展开，计划今年 3 月份全面开工建
设，12月底前全面完成入住。

做好能源保障和民生物资保供稳价

寒冬腊月，确保受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做好能源
保障和民生物资保供稳价，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2023 年入冬以来，超强寒潮席卷内蒙古，创历史同
期极端低温天气纪录。内蒙古电力集团积极应对极寒
天气考验，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仅去年 12 月，就出
动人员超 7000 人次、车辆超 2000 辆次，完成各类应急
抢修 352次，使故障线路得到及时修复。

下一步，内蒙古电力集团还将与气象部门联动，跟踪
低温、降雪、冰冻等气象信息，及时发布灾害预警，组织人
员对线路全面巡护，第一时间消除隐患，确保线路安全。

受强寒潮影响，浙江多地迎来雨雪天气。为避免出
现线路覆冰影响用电安全，国网台州供电公司组建防冰
防冻专项小组，走进居民小区、农场大棚、山区等地，采
用远程巡视、带电检测、在线检测等手段，强化工作人员
24 小时应急值班值守，全力做好迎峰度冬保暖保供工
作，为居民生产生活用电提供可靠保障。

天寒地冻、交通不便，保障灾区生活物资充足稳定
供应是关键。

记者来到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官亭
镇，虽然室外最低温度低至零下 15 摄氏度，但安置点的
活动板房里却是暖意融融。

“腊月完了时要过年，青稞面蒸下的灶卷……”官亭
镇喇家村 65 岁的村民喇进福哼唱着当地民歌“花儿”，
给板房内贴上福字。一旁的妻子捏着面团，不一会儿，
一个花式“馍馍”在她手中制作完成，在红色红曲、绿色
香豆等调料装饰下宛若一朵玫瑰。

地震导致喇进福家的房屋严重受损，已无法居住，

需要重建。喇进福表示，虽然今年无法在家过年，但米
面油、煤炭等物资都由政府统一发放，在安置板房内吃
得饱、住得暖。

天津市武清区黄花店镇邵七堤村是永定河进入天
津后流经的第一个村庄。去年七八月间遭受的洪涝灾
害让村民李雪冰的家中进了水。“来暖气之前我们也担
心，房子被水淹过，供暖设施还安不安全？”

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武清区在取暖季前就成
立了受灾村街供热保障专班，对包括邵七堤村在内的 11

个受灾村街进行了供热设施、燃气设施、电力设施等检
修维护。李雪冰家取暖设施的损坏零件被一一更换。

去年末，李雪冰还收到了一张“便民服务联系卡”，
上面有包村干部、巡诊医生、社区民警、燃气公司等联系
方式。“供暖等方面需求都能得到第一时间解决，心里踏
实多了。”李雪冰说。

春节临近，为满足受灾群众需求，确保民生商品保
供稳价，河北省高碑店市积极组织该市保供批发市场深
入蔬菜主产地加强产销对接，加大蔬菜、水果等农副产
品采购力度，指导商户与外地蔬菜基地签订保供协议，
优先保障货源。

“12月份我们就从云南、广西等产地陆续调拨产品，
10个冷库目前都存满了青菜，可以满足客户需求。”高碑
店市首衡市场叶菜经销商王瑞仙说。

压实责任排查隐患筑起“温暖防线”

进入 1 月份，多地遭遇新年首场寒潮天气。本次寒
潮过程恰逢“四九天”，是这个冬季最寒冷的阶段。

压实责任，强化指导。1月 19日、21日，国家防灾减
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先后两次召开视频会
商调度会，针对性安排部署并督促指导相关地区做好灾
害防范应对。应急管理部于 21 日 10 时针对湖南、贵州
省启动低温雨雪冰冻灾害Ⅳ级应急响应，并在前期派出
湖南工作组的基础上，加派 1 个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
导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应对寒潮天气，气象监测要先行。
中央气象台预报，1月 31日至 2月 5日，贵州东部等

地有雨转雨夹雪或雪。围绕“抗凝冻、保安全、保畅通、
保民生”要求，贵州省推动成立发改、财政、气象联合工
作专班，将气象设施纳入水利、农业农村、林业等部门规
划和项目建设，提前启动低温凝冻天气联合应急值守机
制，对寒潮低温雨雪天气下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预判，
实现应急联动调度。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针对近期出现的强雨雪天气，
河北保定等地气象与城市管理部门联合发布预警，利用
布设在桥梁涵洞和部分主干道的“城市气象灾害智能监
测站”数据，迅速对桥梁、主干道等进行融雪清雪，确保
市民出行通畅安全。

“我们还将进一步提升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能力，
密切监视天气变化，确保预警信息发布迅速、及时、有效，
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河北省气象局相关负责人说。

正值春运期间，低温雨雪天气下，深入排查整治交
通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关系人民群众行得安全、过得
温暖。

1 月 30 日凌晨，K189 次列车缓缓驶入沈阳车辆段
沈阳北整备库内，沈阳北运用车间车电二班班组长田鹤
迅速拿起工具，带着工友们冒着零下 20 摄氏度的严寒
开始检修。

春运期间，田鹤所在的班组每晚要对 4 趟列车进行
检修，完成 500 多项作业任务。正是因为有着诸多像田
鹤这样的坚守者日夜奔走在车与车之间，才能有效保障
每一趟列车的安全运行。

极端天气下，确保“菜篮子”“米袋子”无虞，才能让
老百姓感受到更多的暖意。

昆明的白菜、温州的花菜、海南的玉米……1 月 31

日清晨天刚蒙蒙亮，来自全国各地运送新鲜蔬菜的货车
在南京众彩物流市场内往来穿梭，好不热闹。作为华东
地区最重要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之一，众彩物流市场承担
着南京及周边约 70%的蔬菜供给。在寒潮来临前，众彩
物流市场的工作人员提前着手帮助商户畅通供货渠道，
确保“菜篮子”供应平稳。

“现在我们每天蔬菜到货量保持在 3000 吨以上，即
使遇到大雪封路等极端情况，也能够保证 7 天以上的蔬
菜供给。”众彩物流市场副总经理李明说。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2月 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