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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有一種遷徙，叫做「春運」

—在短短40天內，億萬中國人將為

了合家團圓踏上回家的旅途。他們如

同候鳥般，不遺餘力地完成 一年一

度集中式大遷徙運動，只為實現一個

願望：回家過年。可是，在這場號稱

世界級的遷徙中，鐵路部門卻因為年

復一年的票難買、家難回而飽受民眾

詬病。

為何鐵道部年年承諾解決一票難求問題，但難

題卻始終未能解決？究其原因，還在於目前中國

的交通網絡不足以承受短期內激增的旅客流量。

截止2010年底，中國鐵路營業里程達到9.1萬公

里，居世界第二位；投入運營的高速鐵路營業里

程達到8,358公里，居世界第一位。從鐵路的絕對

規模看中國無疑稱雄世界，可是若按照13億人口

平均，人均鐵路擁有里程僅7厘米，不及一根香煙

長度，「香煙鐵路」如何能負擔起數億人的歸鄉

路？

要想根治春運難題還應加快鐵路建設，特別是

大力推進高速鐵路建設，令高鐵盡快連成網絡，

充分發揮高鐵聯網的規模優勢，提高運營的效

率。而在短期內鐵路運力不能大幅增加的情況

下，還應在如何合理調節運力、方便旅客購票途

徑上下功夫。

雖然每年回家都是一票難求，但是卻很少聽聞

有人因買不到票而未能回家的，這又證明鐵路公

路運力還是能夠擔負起「春運」的重任，而買票

難的關鍵在於各種「條子票」、「關係票」、「黃

牛票」令火車票顯得供不應求。因此，鐵路部門

必須嚴打票販子、取消售票特權，效仿航空實行

實名制及網絡訂票，令購票環節徹底敞開在陽光

下，公平的購票環境會讓旅客多一份理解，少一

分抱怨。 ■洪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添翼、羅洪嘯 北京報道）香港
文匯報記者19日下午在北京站售票大廳看到，儘管過了
上午的購票高峰期，但這裡的人流依然熙熙攘攘，售票
窗口下，有購票者坐在摺凳上聊天、打撲克、昏昏欲
睡。車站工作人員說，從下午1點起，就陸續有人前來為
第二天早上8：30的車票發售排隊。
在北京工作的內蒙古赤峰人劉順告訴記者，自己已經

在這裡排了兩天隊。由於第一天的「排位」靠後，輪到
自己時購票時已經沒座了，「今天來得早，明早應該能
買到一張坐票！」劉順還說，他已準備了「排隊三寶」
——軍大衣、摺凳和飲料。

黃牛電話號碼存為「回家」
在大廳的另一個窗口，兩個要回吉林老家過年的大學

生席地而坐。他們告訴記者，二人承擔了為宿舍6個同伴
買票的任務。「如果實在排隊買不 ，就只好從票販子
手中購買高價票，價格高出一半我們都可以接受。」其
中一人給記者看了自己手機，幾個票販子的電話在上面
顯示為「回家1」、「回家2」。
北京站售票中心黨組書記李曉光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

示，今年鐵路部專門在北京、上海等地實行刷卡購票，
同時開通了12306網站，旅客可在線實時查看車次餘票，
但是這些新舉措卻鮮有人問津。李曉光向記者坦言，雖
然這樣的措施將帶來便利，也會在未來得到普及，但就
目前來看，購票者的接受度並不是很高。以「刷卡購票」
為例，開通一天以來，刷卡消費的購票者寥寥無幾。

旅客
自備「排隊三寶」

被譽為「史上最難的春運」19日正式拉

開大幕。在40天內，中國交通系統將擔負

起28.53億人次的大遷徙，不論客流峰值還

是持續時間均超往年，再加上民工潮、學

生潮和探親潮三股人潮匯集，以及南方冰

凍天氣影響，令今年的春運難上加難。初

步統計，19日當天全國鐵路、公路共運送

旅客逾6,500萬人次，較去年春運增長一成

以上。儘管鐵路、公路部門採取了車票實

名制、電話訂票等措施，但是春運一票難

求的現狀仍未有改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趕赴各大交通樞紐，體

驗摩肩接踵，採訪春運大軍，從北京、上

海、深圳、廣州發來耳聞目睹的第一線報

告⋯⋯ 三股人潮匯集 冰凍雪上加霜 一票仍舊難求

「史上最難春運」啟動
首日客流6500萬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田歐 深圳報道）昨日，隨
開往成都方向的首趟列車L76次順利駛離深圳火車站，

深圳春運大幕正式拉開。據深圳火車站透露，春運首
日，深圳火車站旅客發送量為6.5萬。

內地發展好 一去或將不回頭
今年23歲的小霞來深圳已有兩年多，與丈夫均在深圳從

事機械方面的業務工作。昨日13點33分，小霞夫婦帶 15
個月大的孩子和三大包行李，踏上了返回老家的火車。小
霞表示，來深圳打工已有兩年多了，但因為春運難買票，
所以期間一直沒回過家。這次小霞毅然辭了月薪2,800元的
工作，回家過年。「請假只能請一個星期，所以乾脆辭了
工，好好回家看看，明年再過來找其他工作。」
同樣辭工回家的還有來自江西上饒的徐小姐。徐小姐

是07年來到深圳，從事財務會計工作。十多天前，她放
棄了年終獎，辭掉工作，訂了19號回家的車票。「表現
好的話，年終獎可多得一個月的工資。但為了3千塊，年
後又來一趟深圳也挺麻煩的」。徐小姐表示，每年回家買
車票太累了，自己當年來深圳也是想見識見識，近年來
內地城市也發展了起來，所以年後準備留在家鄉工作。
有的人為回家辭掉工作，有的人則因為工廠倒閉被迫

「提早」回家。因為分廠合併，縮減員工，在一家棒球服
裝製造廠工作的小樂比往年春運提早了十多天回家。小
樂坦言，他來深圳已有3年，3年都在那家廠裡做事，廠
子生意好的時候，他一個月有4,000元至5000元工資。
「要不是因為廠沒了，我也不會那麼早回家。」與小樂同
行的還有6個人，最小的一位今年21歲。對於春節後是否
還會回來深圳，小樂表示自己還不清楚。「如果老家有
好工作就不來了。」

打工妹
為回家過年辭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苗苗 敖敏輝 廣州報道）廣州
春運首車於零點31分發出。據廣鐵集團通報，春運首日
廣鐵集團運輸旅客66萬，較去年同期增長17.9%。從目前
客流和售票情況分析預測，今年廣鐵集團管內春運客流
將繼續攀升，預計1月23日左右進入客流高峰。
記者從廣州市公安局獲悉，警方共投入超過2,000警力，

全面保障廣州鐵路春運安全。19日，在廣州火車南站，
200名青年志願者代表宣誓，他們將在為期40天的春運中
為旅客提供諮詢、指引等服務。廣鐵還從各單位和機關抽
調了12,000多人支援驗證、客運、售票、乘務等崗位。
在廣州南站，記者看到，武廣高鐵今年首次試行火車

票實名制，但車站方面只是根據客流情況對乘客進行身
份抽檢。在客流量最大的廣州火車站，記者看到大量的
旅客拖 行李箱，背 大包小包進站乘車。春運首日，
廣州火車站共發送旅客14萬人次，同比增長13%。
另外，春運首日，受貴陽、杭州、長沙等地惡劣天氣

的影響，廣州白雲機場共延誤進出港航班31班。

抽檢武廣高鐵
2000警力保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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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煙鐵路」難解鄉愁

據中新社19日電 19日，中國氣象局的天氣預報
給本就繁重的春運工作再添幾分壓力。氣象局19日
稱，未來三天，西南地區大部及淮河以南大部地區
多雨雪，其中，貴州東部、重慶東南部、湖北南
部、湖南大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北部
等地有大雪，局地有暴雪。貴州大部、雲南東北

部、湖南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區將有凍雨。
另據新華社報道，南方雨雪天氣持續較為嚴

重。截至19日9時，貴州、四川、雲南、重慶、安
徽、湖南、湖北7省(市)共計1條高速、7條國道、36
條省道局部路段通行受阻。目前，廣西、江西、
廣東等省(區)尚未有通行受阻報告。

南方持續冰凍 7省市公路受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一波 上海報道）高鐵時代的首
個春運昨日鳴笛，17.6萬名旅客從上海三大火車站踏上
了自己的返鄉之路。記者在鐵路上海站看到，早上8時，
已有數千人聚集，其中不少人已在此等待了20多個小
時，大家在臨時搭建的帳篷內翹首期盼。
時鐘敲過下午3時，150個窗口準時打開，排在1排首位

的易文勇率先將頭探入窗內，「5張去江西的硬座，軟座
也行。」2分鐘後，易文勇第一個從隊伍中脫出，攢 5
張珍貴的車票，易文勇心情有些激動：「為了這5張票，
連夜排了20多個小時，總算功夫不負有心人。」

寧願不回家 亦不選高鐵
家住四川的熊先生一家三口已經第五次來這裡排隊

了，當自己排到窗口時，四川方向的硬座車票早已售
罄。「動車最便宜的也要400多一張，我一個月收入才
1,000出頭，哪買得起啊。」熊先生表示，實在沒辦法就
買站票回去，再買不 ，今年就留在上海，不回去了。
相對而言，在杭州乘車的農民工等旅客數量明顯少於

上海，杭州出發的列車尚有剩餘運能。記者在鐵路上海
站高鐵售票處看到，目前上海至江、浙兩地高鐵票源充
足，隨到隨買。因此有人建議，旅客不妨先乘高鐵到杭
州，再轉乘去其他方向。但在大部分旅客看來，這樣的
「曲線回家」建議多少有些不切實際。

家住貴陽的呂先生給記者算了這樣一筆賬，滬寧高
鐵到南京，最低也要150餘元，而春運的大部分人群都
是平日裡省吃儉用的農民工，他們都不捨得花這個
錢。呂先生表示，高鐵的票價太高，普通農民工根本
無法承受，只能望而生畏，自己就算不回家，亦不會
坐高鐵。

民工
向高鐵票價說「不」

■19日，旅
客在北京站
外的臨時售
票點購買火
車票。

新華社

■ 兩 名 旅 客
在 雪 中 一 路
小 跑 奔 向 長
春火車站。

新華社

■旅客在廣
州南站檢票
進站上車。

新華社

■乘客在長沙火車站候車，一名女子和一名孩
子都睡 了。 新華社

■19日的大雪壓塌了貴陽火車站進站驗票大棚。
新華社

■1月19日，列車行駛在首
次於春運期間投入使用的
長吉城際鐵路上。 新華社

■19日，在北京西
客站，姐姐背 弟
弟趕火車。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