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春运期间，智能防疫测温机器
人“大白”在安徽合肥南站上岗，运用智能
科技手段服务春运疫情防控。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

1 月 17 日，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站进
站口，防疫工作人员和辖区志愿者查验进
站旅客健康码、行程码。

新华社发（吴拯 摄）

1 月 21 日，南京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
的民警在高铁列车车厢内进行安全知识
宣传活动。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虎年春节临
近，一年一度的春
运大幕已经开启。
今年春运，国内外
疫情防控形势依
然严峻复杂，北京
冬奥会即将开幕，
保障难度加大。行
走路上，让旅客感
受到不一样的温
暖，是交通运输部
门的“考题”，更是
这个新年最美的
开启方式。

阅读提示

“不一样”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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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运，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车站、
公路还是机场，出行服务品质进一步提升。

在广州，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公司
在管内各大车站 276 台全功能自助售
（取）票机上新增了改签功能。电子支付
购买、未换取报销凭证的旅客，可以直接
在自助售（取）票机上办理改签业务，无
需再到售票窗口办理，往年售票厅退、改
签窗口排长队的现象一去不复返。

针对老年人、脱网人群和需要特殊服
务的重点人群，铁路部门在线上线下全渠
道开展关爱服务。线上持续提升 12306网
站和手机客户端适老化等无障碍服务水
平，老年人用注册 12306账号填写的手机

号拨打 12306客服电话时优先受理，为老
年人旅客线上购票、信息查询等提供便利。

各地纷纷提前开启农民工返乡服
务。1 月 8 日清晨，一辆来自广东汕头的

“春风行动”农民工专用大巴抵达四川泸
州合江县尧坝镇服务点，在经过测体温、
查验核酸证明和信息登记后，车上的外
出务工人员分别转乘四川“金通工程”小
黄车，踏上了返乡的路程。而类似这样的

“专车”，当天共有43辆，分别从广东、福建、
浙江等6省发往泸州，1700余名返乡农

2022 年春运，在暖心服务中感受别
样年味，在“安心”春运中踏上返乡归途。
新的一年，必将如此温暖。

暖心之路： 服务品质再升级

据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

1月22日清晨，吉林省吉林市吉长城际
公交候车厅内，“您好，请戴好口罩，测量体
温，出示您的健康码和行程卡”的提示音不
断。在乘务人员的协助下，乘客依次完成扫
码、测温、安检等过程，有序进站。

“每辆城际公交车都安装了扫码登
记仪，各个站点上车的每位乘客都要扫
码登记，做到疫情防控有迹可循。”吉林
市双兴公交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市场营销
部经理张一一说。

面对疫情考验，今年春运在做好疫
情防控的同时，又要做好运输保障，确保
人民群众健康安全平稳有序出行。

“做好‘控’和‘通’两方面工作。‘控’
就是科学精准实施交通运输管控，防止
疫情外溢。‘通’就是多管齐下确保物资
运输畅通，保障生产生活物资运输，也保
障生产生活秩序稳定。”交通运输部应急

办副主任周旻说。
从旅客出行来看，今年春运客流存

在较大不确定性，因此，在出行方面要做
到科学精准引导。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
院综合运输研究中心总工程师刘振国表
示，今年春运将总体按照减少人员无序
流动、引导错峰出行的原则进行。

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从春
运前 5 天（17 日至 21 日）客流情况看，全
国共发送旅客近 1.3 亿人次，日均客流约
2500 万人次，与 2021年春运同期相比增
长约 40％；但与疫情前的 2019 年春运相
比，下降 6成左右。“总体看，客流保持中
低位运行，公路、铁路仍是主要出行方
式。结合以往情况看，预计节前客流较为
平稳，务工流、探亲流、学生流仍是春运
客流主体。”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综合
运输服务处处长曾嘉说。

安心之路： 在“控”和“通”上下功夫

在江西兴国西站候车厅，一位名叫“兴
兴”的新“人”上岗，引来了不少乘客关注。

兴国西站客运员李非凡告诉记者，
“兴兴”是智能机器人，可以自主完成旅
客引导、安全宣传、问题咨询等车站服
务，承担电子客票无纸化和日常疫情防
控消杀“大使”，对站内地面进行消毒。

科技让出行更便捷。在河南高速公路
鹤壁站，基于“远程控制”设计理念创新研发
的混合车道自动发卡设备近日投入试运行。

当非 ETC车辆行驶至车道时，系统能
自动准确识别出车型、车牌和轴数等信
息，并自动弹出通行卡。司乘人员领卡
后，通行杆抬起，车辆顺利驶入高速公
路，整个过程仅需 4 秒左右，而且实现了
司机和其他人员的“零接触”，有效降低

了疫情传播风险。
在长三角铁路，细节之中见温情。177

个车站建成 12306旅客服务中心，为旅客
提供咨询、改签等服务；205个车站启用“验
检合一”组织模式，旅客在检票口完成验
证、检票作业，减少进站排队等待时间和
刷证次数；上海虹桥、苏州、嘉兴南、扬州
东、台州、安庆西等 49个车站候车区提供
座椅扶手扫码手机充电服务……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赵冲久表示，为了
确保旅客暖心出行，各地交通部门要加强
与铁路、民航等部门协同合作，强化干线运
输与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到达旅客疏运工
作，切实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同时加强
春运高峰时段、重点路段的路网运行动态
监测，引导公众错峰避峰出行。

顺心之路： 行走在外更通畅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

春节临近各地返乡政策要防止一刀切

2022年春运观察

1 月 22 日，福州火车站工作人员给乘坐 K1268 次
列车的返乡老人讲解乘车注意事项。新华社发

上接A1版
“要让谭雨霆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再苦再难也得教

呀！”陈艳辉说。她从最简单的动作教起，比如使用勺子，如
何盛饭，并送到嘴里……一个个动作做给谭雨霆看，又手
把手教她。经常一个动作做几十遍才能学会。即便学会了，
但下次又忘记了，陈艳辉只得从头再来。

教会了她吃饭，陈艳辉又教她穿衣、说话等。谭雨霆口
齿不清，讲话费劲。谭雨霆的父亲谭军在广东打工，经常念
叨他。陈艳辉先教她学说“军”字，一遍遍练习发音。

为加深其记忆，陈艳辉把“军”字做成卡片，用夹子夹在
床头、衣柜上，让她一抬头就能看见。3个月后，谭雨霆终于
记住了“军”字。如法炮制，陈艳辉利用这个办法，一个字一个
字教。大半年时间过去，谭雨霆终于能叫出父母的名字了。

看到女儿的进步，谭雨霆的妈妈看到了希望，紧抱着
她，流下激动的泪水。

接下来，陈艳辉又扶着她的手，一笔一划教她写字。3
个月后，谭雨霆能独立写“军”字了，虽歪歪斜斜，但她妈妈
已经很满足了——毕竟这是一个智障小孩。

医生说，谭雨霆当时的智力只相当于两岁的孩子。一
些最简单的数学题，陈艳辉教了 20多遍，她仍一头雾水；经
常刚记得的字，转眼就忘得一干二净。陈艳辉不厌其烦，利
用拼积木、看图识字等办法，帮助她提高记忆力。

一边学习文化知识，一边进行康复训练
要适应社会需要，光能识字还不够。陈艳辉一边教她

识字，一边教她穿衣、洗脸、刷牙、上厕所以及待人接物的
基本礼仪。

长期坐轮椅，会导致关节僵硬与肌肉萎缩。陈艳辉一
边帮她按摩、做拉伸、活动筋骨，用热水袋敷腿，扶她勇敢
站起来，一步步走路。虽然步履蹒跚，但毕竟能在人搀扶下
走几步了。医生说，如果长期坚持下去，今后有望能行走。

“陈老师是学校的语文教研组长，本身事务繁忙，还每
月 3次送教，每次两堂课，每堂课 1至 2小时，风雨无阻。”界
首镇中心小学校长谭正清说，特别是陈艳辉怀孕后，仍坚
持挺着大肚子送教，大家都劝她暂停几个月，她却说：“谭
雨霆每到时间就会盼我来，不能让人家眼巴巴空等，她的
学 习 耽 误 不 得 。”后 来 ，她 的 家 人 为 她 增 加 了 一 个“ 保
镖”——父亲，每次骑摩托车送她。

她父亲陈二文说起这样一件事：2020年 7月 11日，已腹
大如鼓、走路都费劲的她，仍“霸蛮”去送教。快到目的地，
由于路途有些颠簸，她突然几次肚痛，弄得父亲非常紧张，
生怕她生在路上。10天后，孩子临盆了。

月子里，陈艳辉还每天惦记着谭雨霆，隔三岔五给她
打电话。月子刚坐到 20天，她又不“安份”起来，瞒着家人悄
悄溜出去送教，把婆婆心疼得直掉泪。

如今，谭雨霆已认识 300多个文字、能书写 100多个文
字，掌握了基本的声母、韵母和简单的算术，进步可大了。5
年多来，陈艳辉累计送教行程 6000多公里，通过用爱心“滴
灌”的方式，为谭雨霆创造出生命的奇迹。

悦读天下

关注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美将遏制中国影响力当成
在联合国的成绩“荒唐可笑”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 1月 21日在回答记者提
问时说，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将遏制中国影响力当
成其主要任务和成绩“荒唐可笑”。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团网站20日发布“重塑美国在联合国领导力”的“事实清
单”，列举其2021年在联合国工作的所谓“成绩单”，当中
多次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

据新华社

联合国秘书长就世界形势
提出五大警讯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1月 21日向联合国大会通
报其 2022年工作重点时，就世界形势提出五大警讯，即
新冠疫情、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缺陷、气候危机、新技术
滥用、武装冲突。

环球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22日电 近期，奥密
克戎变异株在全球广泛传播，春节将至，入境
人员增多，人员流动增加，我国仍然面临较大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压力。务工人员能否返
乡过节？基层如何做好防疫？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有关专家对焦点问题进行回应。

精准落实防控措施防止一刀切
“当前，我国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明显降

低，但近期部分地区接连有本土聚集性疫情
报告，疫情扩散和外溢风险仍然存在。”国家
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锋说。

2022 年春运已经开始，春节临近许多人
盼望返乡过节。米锋表示，对于来自不同风险
区域的返乡群众，各地要分类、分区精准落实
防控措施，防止政策执行简单化、一刀切，防
止层层加码。

如何最大限度减少疫情防控对正常生产
生活的影响？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疫情应对

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表示，
要精准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精准划定密切接
触者，精准划定管控范围，精准保障人民的生
活、就医等日常需求，精准开展临床救治。

春节期间，农村地区外出务工、上学人员
都有一定规模的集中返乡。农业农村部农村
合作经济指导司副司长毛德智表示，要加强
对重点返乡人员的排查，引导相关返乡人员
回乡以后做好日常监测。同时提醒他们非必
要不聚集、不外出，在具体工作中要注意做到
精细有温度。

发挥基层作用落实“四早”
农村地区医疗资源和防护条件相对比较

薄弱，对于疫情防控需要重视。如何切实把疫
情防控的各项措施落实落细？

“提高基层特别是农村地区疫情处置能
力，关键仍然是要落实‘四早’，压实四方责
任，尽早尽快将风险控制在最低限度、最小范

围。”国家卫健委基层司监察专员傅卫表示，
各地要切实发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哨点”
作用，严格落实预检分诊制度，规范发热患者
接诊的处置流程。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
站的医务人员要在诊疗活动中详细询问和登
记流行病学史，有效提升早期识别能力，对发
现的可疑情况尽快报告。

据介绍，全国有24个省份已经不同程度上
在村（居）民委员会推进了公共卫生委员会的建
设，在近两年的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
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青华强调，全国
还没有建立村（居）民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
的省市，要尽可能建立起来，在疫情防控期间
发挥好基层公共卫生委员会的作用。

走亲访友勿忘做好个人防护
春节期间是人员流动、亲朋好友聚会的

高峰期。毛德智提示，无论是返乡人员还是在
乡人员，都要注意做好个人防护，在路途中要

严格遵守交通工具和沿途各地的各项疫情防
控要求，回乡后也要自觉遵守当地的疫情防
控要求。

毛德智提醒，春节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串
门、拜访、聚餐，特别是重点返乡人员，要自觉
遵守相关规定。确需外出的，一定要科学佩戴
口罩并按时进行更换，勤洗手，少接触，保持
一定的距离。如有发热或异常情况第一时间
报告、就诊。

“要因地制宜移风易俗，不要搞大操大
办。”毛德智提醒，家庭聚会、酒席要严格按照
当地疫情防控要求进行，尽量压缩人员规模，
避免大规模聚集。

梁万年表示，只要严格执行我国现行防
控策略和措施，只要广大老百姓有效开展个
人防控，就可以有效避免因春节假期人员流
动和聚集导致大规模疫情卷土重来，即使出
现了疫情也可以快速发现，快速划定风险区
域，快速处置。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举行第二次带妆彩排

备受关注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1月 22日晚在国家
体育场“鸟巢”举行了第二次带妆彩排。与此前不同的
是，本次彩排进行了全流程、全要素演练，绚烂焰火于
当晚点亮了“鸟巢”夜空。

据悉，考虑到气温、防疫等因素，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
从时长和结构上都做了相应的调整，开幕式时长约100分
钟。在结构上，文艺表演与仪式环节将融为一体。通过融入
科技创新、低碳环保和运动健康理念，努力呈现精彩的仪
式效果，展现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和运动之美。

热读

经济

超越日元！
人民币成全球第四大活跃货币

《上海证券报》1月 22日刊发文章《超越日元！人民
币成全球第四大货币》。文章称，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
数据显示，2018年至 2021年间，外资累计净增持境内债
券和股票超过7000亿美元，年均增速34%。与此同时，人
民币全球活跃度再上新台阶。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 12月，在基于金额统计的
全球支付货币排名中，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的份额占比
升至第四。这也是自2015年 8月以来，人民币国际支付全
球排名首次超越日元，跻身全球前四大活跃货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