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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又到，中華大地，有錢飛機，

沒錢站票。望長城內外，大包小包。大

河上下，民工滔滔。早起晚睡，達旦通

宵，欲與票販試比高。須鈔票。看人山

人海，一票難保。車票如此難買，引無

數英雄競折腰。昔秦皇漢武，見此遁

逃；唐宗宋祖，更是沒招！一代天驕，

成吉思汗，只好騎馬往回跑。咋地了？

只因排了隊，買不㠥票⋯⋯」

這是近期在內地網路廣為傳播的打油

詩《沁園春．買票》。一年一度的春運

已洶湧到來，而一票難求的情況在今年依然沒有很

大改觀，有不少網友因此犀利質問：為何我們能接

連辦好奧運、亞運、大運，卻抓不好春運？為何我

們擁有世界最長、速度最快的高鐵，卻不能把老百

姓送回家？

多年來，有關部門特別是鐵路部門為確保春運

作出了艱苦的努力，但不可否認的是，「春節回

家難」直至今日依然是億萬遊子心中揮之不去的

陰影。春運為何難於奧運？當然有其客觀原因。

首先是運力不足，今年春運客流量將創紀錄地達

到28.5億人次，再次刷新世界紀錄，成為歷史上最

大規模的人類遷徙。而要把這近30億次人流，在

短短40天內集中運送上路，對任何國家都是巨大

挑戰。其次，由於中國經濟發展不平衡，平時大

量勞動力從中西部轉移到東部，一到春運就集中

從東部返回中西部，如此「單行道」效應使本就

供不應求的運力更加雪上加霜。另外，因監管不

嚴導致「黃牛黨」猖獗，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

群眾買票難。

儘管客觀原因不一而足，然而辦法總比困難多。

「有錢沒錢，回家過年」，這是綿亙千載的中國傳統

習俗，事關民眾的權利、尊嚴和情感，但願有關部

門能以更大的決心和智慧，多管齊下、全力以赴，

早日為全國民眾寫出滿意的春運「考卷」。

■王玨　

據中新社20日電 春節即將到來，中央財政20日決定為

城鄉困難群眾一次性發放春節生活補貼103.51億元人民

幣，並於近日下撥各地。

滬菜價普漲5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一波 上海報道）19日夜，一

場罕見的暴雪夜襲申城，上海中心氣象台20日一早發布

暴雪藍色預警；20日7時50分，雪勢加大，氣象台將預

警信號升級為黃色預警。記者在多家菜場採訪時發現，

上海綠葉菜價普漲五成，個別蔬菜的售價甚至較一個多

月前上漲了一倍左右。

閩漳州香蕉樹幾全凍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秀月 廈門報道）福建省漳州

市農業局種植業管理站站長黃鴻年接受香港文匯報記

者採訪時表示，受今年霜凍影響，漳州90%以上的香

蕉樹都已凍傷，南靖與平和山區的香蕉樹幾乎死光。

香蕉收購商老李表示，各地的商販將會集中到海南去

買香蕉，「到時候進口香蕉與國產香蕉價格也不會差

太多。」

中央發放百億春節補貼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洢 南昌報道) 20日，記者在江西
南昌火車站看到，雖然天氣寒冷，候車大廳外等候進站的
旅客眾多，大雪阻擋不了人們回家的腳步。據統計部門估
計，春運期間，南昌鐵路局將發送旅客1,510萬人，比2010
年增加235萬、增長18.4%；江西省將發送旅客916萬人，同
比增加29萬人、增長3.3%。據悉，一批從浙江返回江西的
民工，今年結伴騎摩托車回家。他們身穿厚實的棉衣外加
雨衣，頭戴防風頭盔，腿捆綁腿、護膝，冒㠥雨雪長途跋
涉，成為春運交通線上一道特殊的風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毅 重慶報道）每年重慶出
行高峰都集中在春節後，因此記者20日在重慶菜園壩
火車站看到，車站廣場上人流稀鬆、售票窗口前沒有
排長龍、候車室內秩序井然。在出站口，從廣州返鄉
的農民工陳勝告訴記者，春節後他不打算再回廣州
了。
陳勝在廣州從事建築行業，月入3,000多元。去年有同

鄉回重慶並在工地找到了工作，月入4,000多元，比在廣
州的收入還要高。陳勝說，收入高是吸引他留下來不走

的原因之一，另外每年春運回家的票難買以及一家人不
能生活在一起，無法相互照顧才是他想留下的主因。
在深圳打工的重慶人許其盛告訴記者，春節後他也不

打算再回深圳了。通宵達旦排隊、托人、從黃牛黨手裡
買高價票，讓他感覺特別艱辛。
1月5日，在重慶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工作會上，重

慶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馬正其就向在外打工的重慶農
民工發出邀請，希望他們留在家鄉就業、創業。馬正其
要求想辦法讓20%的外出農民工留在家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婷、王屹峰 綜合報道）20
日，江蘇淮河以南普降大雪。南京祿口機場在封閉
6小時後開放，造成數百架次航班延誤或取消，大
批旅客滯留。
浙北嘉善、海寧、長興、德清、湖州和安吉6地

發佈暴雪紅色預警，全省9條高速封道或限流。大
量旅客湧到火車站，瞬間增加了短途列車的壓力，
火車站內旅客人數一時暴增，部分旅客迫於無奈而
選擇票價較高但票源充足的高鐵。杭州蕭山機場早
晨8時全部封閉，直至中午開放，航班延誤78班，
取消16班。
此外，在安徽合肥駱崗機場，降雪導致當日幾乎

所有出港航班受到影響，無法正常起飛，部分進港
航班無法按時降落。安徽黃山機場已經被迫半關
閉。20日上午上海機場出現航班大面積延誤，100
多個航班延誤或取消，不少旅客轉向虹橋樞紐乘坐
高鐵出行。而貴州的黎平機場，將關閉至21日7時
30分。

武廣高鐵首遭暴雪考驗
另訊，武廣高鐵遭遇運行以來的首次暴雪考驗，

鐵路部門對其採取了降速運行措施。中國鐵道部20
日表示，武廣、滬寧、滬杭、昌九高鐵和京廣、滬
昆普速鐵路的部分火車晚點。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秀月 廈門報道）

日前，廈門數位「思家心切」的外來工竟持
刀插隊買票，無奈的售票員只得「就範」。
當日，在廈門一火車票售票點，2個年輕

人拎㠥編織袋擠到窗口前，並從袋中分別
拿出一根鋼管和一把刀，威脅站在最前面
的老人退後。老人千辛萬苦排隊，明顯不
願讓其插隊，雙方僵持起來。不過，在眾
人的勸說下，不甘願的老人做出讓步，最
終兩名男子不必排隊就從售票員手中買到
了火車票。

排隊3天未果 聲稱炸車站被拘
記者獲悉，又有一河南人孫某，在廈門火

車站耗時三天三夜，仍買不到回家的3張車
票。一氣之下，他竟撥打110報警電話，聲
稱「在外辛苦一年，連張回家的票都買不
到，我要炸了火車站！」結果，他被依法拘
留5日。

春運第二日結束 鐵路公路航空皆受阻春運第二日結束 鐵路公路航空皆受阻春運第二日結束 鐵路公路航空皆受阻春運第二日結束 鐵路公路航空皆受阻春運第二日結束 鐵路公路航空皆受阻春運第二日結束 鐵路公路航空皆受阻春運第二日結束 鐵路公路航空皆受阻春運第二日結束 鐵路公路航空皆受阻春運第二日結束 鐵路公路航空皆受阻春運第二日結束 鐵路公路航空皆受阻春運第二日結束 鐵路公路航空皆受阻春運第二日結束 鐵路公路航空皆受阻春運第二日結束 鐵路公路航空皆受阻春運第二日結束 鐵路公路航空皆受阻春運第二日結束 鐵路公路航空皆受阻春運第二日結束 鐵路公路航空皆受阻春運第二日結束 鐵路公路航空皆受阻春運第二日結束 鐵路公路航空皆受阻春運第二日結束 鐵路公路航空皆受阻春運第二日結束 鐵路公路航空皆受阻春運第二日結束 鐵路公路航空皆受阻春運第二日結束 鐵路公路航空皆受阻春運第二日結束 鐵路公路航空皆受阻春運第二日結束 鐵路公路航空皆受阻春運第二日結束 鐵路公路航空皆受阻

務工父親 排除萬難把家還務工父親 排除萬難把家還務工父親 排除萬難把家還務工父親 排除萬難把家還務工父親 排除萬難把家還務工父親 排除萬難把家還務工父親 排除萬難把家還務工父親 排除萬難把家還務工父親 排除萬難把家還務工父親 排除萬難把家還務工父親 排除萬難把家還務工父親 排除萬難把家還務工父親 排除萬難把家還務工父親 排除萬難把家還務工父親 排除萬難把家還務工父親 排除萬難把家還務工父親 排除萬難把家還務工父親 排除萬難把家還務工父親 排除萬難把家還務工父親 排除萬難把家還務工父親 排除萬難把家還務工父親 排除萬難把家還務工父親 排除萬難把家還務工父親 排除萬難把家還務工父親 排除萬難把家還

1月20日，是二十

四節氣的「大寒」。

南方大地的連續降

雪，為打工者的漫

漫歸途又平添幾分

憂愁。中國特色的

春 運 告 別 了 第 二

天，幸運的遊子已

經 踏 上 家 鄉 的 土

地，但仍有千千萬

萬的旅客守望在城

市的售票大廳，也

有或站或坐的乘客

此時正顛簸在動盪

的車廂裡，懷㠥滿

腔的憧憬駛往家的

方向⋯⋯網上最近

流傳㠥這樣一句話：「辦好

奧運不難，辦好亞運不難，

辦好春運，難！」一幕幕的

艱辛浮現眼前，香港文匯報

記者從各個省市再次發來連

線報道。

民工結隊 鐵騎跨省返鄉

建築工人 節後願留家鄉

機場封閉 雪阻南方交通

打工仔 持刀插隊終得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穎、曹真真、劉恩琛，

實習記者 黃丹 長沙報道）從湖南長沙火車站的出
口剛一出來，曾家根忍不住「哇」的一聲：「沒
想到是這麼大的雪，好久沒見過雪啦，瑞雪兆豐
年，好兆頭！」在外務工近11年的曾家根，這次是
8年來首次在春節期間回家：「在外久了，心裡總
不是個滋味，所以我去年就想好了，今年無論如
何也要回家過年。」

大雪斷交通 返鄉路波折
20日，伴隨㠥40年來最強的暴雪，湖南進入了春

運的第2天。曾家根的老家在湖南湘西的保靖縣，
距長沙近500公里，坐大巴的話，路上耗時需7個小
時。從東莞到長沙，從長沙再到保靖，1,200多公
里的路程，讓曾家根的返鄉之路異常艱辛。「每
年都想要回家過年，可是一想到買票的艱辛，路
上輾轉的辛苦，一個人的寂寞和不方便，心裡就
發怵。」他告訴記者，這次能夠順利到達長沙，
全靠一個老鄉的幫忙，從別人手中購得一張臨客

的站票，「反正高鐵的票買不起，所以坐還是站
都不是問題，最主要的是想回家看看一直交給父
母照看的孩子，再不回去，估計孩子都不認識我
這個爸爸了。」
曾家根說，考慮到費用的問題，出來打工也有3

年的妻子今年沒有和他一起回來，而他也要趕在
大年初四前回工廠報到，時間非常緊張。因此，
當他聽到記者說起雪災時，剛剛看到雪時一臉的
喜悅馬上轉換成緊張，託記者打聽回家的道路是
不是保持暢通。當記者告訴他湖南有10個市州21條
國省道32處路段因降雪交通中斷、其中包括保靖範
圍的一條道路時，曾家根的臉色顯得有些難看，
他默默地抽了一根煙後，扛上行李，歸心似箭地
向記者告別：「我去汽車站守㠥，路應該很快能
通，時間長一點也沒有關係，能回去就行。」
自17日起降臨的此輪低溫暴雪冰凍天氣，目前已

造成湖南境內11個市州63縣區555.5萬人受災，直
接經濟損失18.58億元。湖南境內35千伏及以上線
路覆冰101條，目前湖南電網整體運行基本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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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運亟待更大決心和智慧

19日，河南一男子徹夜排隊買票，排號第三，開售時
仍被告之已售完。一氣之下，他脫光衣服在售票大廳內
裸奔，隨後要求副站長給個說法。 網上圖片

「裸奔」討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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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亞明、李婷、前方，實習記者

張晶晶 貴州報道）19日晚，貴州再次遭遇強降雪，全部
高速公路因降雪和出現凍雨，路面濕滑，交通條件較
差。貴黃高速公路、滬昆高速清鎮段、滬昆高速鎮勝
段、滬昆高速凱麻段、滬昆高速玉凱段、蘭海高速貴遵
段等路段全路段積雪。
「從廣東過來一路順暢，但是從麻尾進入貴州後有一

段緩行，不過沒有封路。」四川樂山籍客車司機李俊文
在貴新高速公路一個服務站休息時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還有十多個小時就能到達目的地樂山了。」李俊

文已經在這條線上跑了8年客運了。據他回憶，2008年南
方冰雪災害期間，僅從樂山到貴陽就用了5、6天的時
間，堵車時動都不能動，不像今年雖然慢但還能走。
貴州省交警總隊直屬支隊貴新二隊負責路段是蘭海

線和滬昆線在貴州省內的重合處，從湖南和兩廣開來
的車全匯集在這條線上，是極其重要的咽喉通道。該
路段以山高、坡陡、彎急而聞名。據隊長方兵介紹，
從1月1日至今，每位民警每天工作時間至少在15個小
時以上，鬍子也沒時間刮，在大家的艱苦奮戰下，道
路始終暢通，僅在雪凝最嚴重時出現緩行限速。

■江西民工騎摩托車長途跋涉。 中新網

春運第二日結束 鐵路公路航空皆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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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高速
公路出現覆
雪和凍雨，
車輛緩行。
香港文匯報
貴州傳真

務工父親 排除萬難把家還

路段積雪 交警奮戰保暢通

■20日，旅客拖㠥旅行箱走
在上海積雪的道路上。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