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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昨日从2025年
综合运输春运工作专班获悉，1月14日
（春运首日，农历腊月十五），预计全社
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7239万人次。

具体来看，铁路客运量1030万人
次；公路人员流动量15952万人次，其
中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
客车人员出行量13170万人次、公路营
业性客运量2782万人次；水路客运量

53万人次；民航客运量204万人次。
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绍，今年

是实行春节8天长假、过境免签政策全
面放宽、春节申遗成功后的首个春运，
人民群众出行意愿强烈，整体客流将稳
定增长，节前学生流、务工流、探亲流叠
加，节后客流相对平缓。

受240小时过境免签新政落地、过
境免签人员入出境口岸增加等利好因

素影响，“ChinaTravel”热度不减，外国
面孔也越来越多出现在“春运大军”中。

波兰游客玛格达莱娜14日和家人
一起在上海浦东机场候机，准备飞往沈
阳，开启中国东北之旅。未来几天，他
们还要搭乘高铁前往鞍山等地。“听说
过中国的春运，这次能赶上感觉很特
别，既可以欣赏沿途美景、领略民俗，还
能多一份别样的体验。”玛格达莱娜说。

回家！春运“大迁徙”开启新版本
多方合力保障出行方便“流动的中国”活力满满

今年春运第一周，全国大部
降水稀少，晴朗天气居多，总体利
于春运出行。不过北方大风天气
频繁，寒冷持续，部分地区需警惕
积雪对出行的不利影响，西南地
区东部等地春运首日需防雨雪来
扰。

从全国春运首周安全出行天
气地图来看，1月14日至20日，北
方十余省区市大风天气频繁，风寒
效应明显，公众出行需做好防寒保
暖措施，尤其要做好头部、颈部的
保暖，建议采用“洋葱式”穿衣，便
于在室内外温差较大的环境下穿
脱，警惕呼吸系统和心脑血管等方
面疾病的发生。

除了要警惕大风天气，北方部
分地区还可能会有积雪阻碍交通
出行。计划前往新疆北部、内蒙古
中部和东部、黑龙江、吉林、山西北
部、山东半岛等地的小伙伴，不论
是自驾还是公共交通方式出行，都
需谨慎慢行，注意防滑。

对于黄淮以南地区来说，春
运首周天气总体适宜。河南、山
东大部、安徽、江苏、浙江、上海、
江西、福建、湖南等大片区域天气

“给力”，利于交通出行，但早晚时
段寒凉感明显，大家需及时添衣
保暖。

需要注意的是，海南岛、广东
中西部、广西东部、四川大部、云南
北部、贵州西北部等地春运首日可
能有雨雪天气打扰，强度总体不
大，以小到中雨或小雪为主，上述
地区公众出行需注意防范道路湿
滑、能见度降低等对交通出行的不
利影响。

中国天气网提示，冬季天气寒
冷，建议大家关注气温变化，及时
添衣保暖，提前关注沿途天气信
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如果遭遇
雨雪天气，需注意防范道路湿滑、
能见度降低等对交通出行的不利
影响。

综合央视、中国天气网报道

增开多次列车
“总有一趟适合你”

在北京工作的小陈最近惊喜地发
现，铁路12306上能买到回老家四川乐
山的直达高铁票了。“以前回家都要在
成都中转一下，有点折腾，现在可以选
择白天或夕发朝至的夜间高铁，一上车
能直接睡到家。”他说。

铁路部门预测，今年春运全国铁路
发送旅客有望突破 5.1 亿人次，日均
1275万人次。这么大的客运量，怎么
安全有序高效运送？

翻开新的列车运行图，我们不难发
现，旅客列车不仅较调图前增加了230
列，且多个区域的运行方案和结构进一
步优化。同时，国铁集团每天安排超
1.4万列旅客列车、增加座席约50万
个，增开临客列车、夜间高铁，并保障边
远地区公益性“慢火车”开行。

“条条大路通家乡”，不少网友直呼
“总有一趟列车适合你”。

日均1.85万个航班
“你有新的目的地订单”

9000万人次，这是民航春运旅客
运输量的预测数据，也可能是个新纪
录。与之匹配的，是计划全国日均约
1.85万班的航班，和更多目的地。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
城市群间的传统热门航线客流仍非常
集中，是民航春运保障的主通道。不少
航空公司新开的“小众”航线，热度也在
上升。

从航空订票数据看，北方哈尔滨、
长春、乌鲁木齐等“冰雪游”目的地和南
方海口、三亚等“避寒游”目的地旅客量
都将有较大幅度增长。

同时，吉林延吉等“小众”目的地机
票订单也增长迅速。

不少上班族今年打算“分段式过
年”——除夕前回家乡同家人看春晚、
吃年夜饭；大年初一、初二再开启第二
段度假旅程，团圆出游两不误。

自驾稳居主体
“说走就走”更安心

今年春运，自驾出行仍稳居主体地
位，预计达到72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
量单日峰值或创历史新高。

为了让“说走就走”的旅程更加安
全顺畅，各地公安交管部门正会同有关
部门全面排查人、车、路、企交通安全隐
患，在交通繁忙点设置交警执法站，最
大限度把警力、应急处置装备设备投放
路面。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更
多人选择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缓解

“充电焦虑”，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含
停车区）已累计建成3.31万个充电桩、
4.93万个充电停车位，已建设充电设施
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占比达97%。

同时，四川、湖南、新疆等省份还
将移动充电机器人引入高速公路服
务区，“人找桩”变为“桩找人”，服务
更贴心。 据新华社电

昨日，2025年春运按下开始键。这本厚厚的时代影像正迎来新的一页。
40天里，预计90亿人次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交织流动。铁路发送旅客预计同比增长5.5%、民

航旅客运输量有望创同期历史新高、自驾出行约占八成……此刻，流动中国活力勃发。
人们为什么关注春运？因为和家人团聚是中国人过年的头等大事。
从前，大家拎着大包小包在绿皮车上吃着泡面打着盹儿，即使旅途疲惫也无法冲淡回家的喜悦。
如今，神州大地上，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达到600万公里，铁路营业里程超过16万公里，具备条件

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汽车疾驶、高铁飞驰、飞机翱翔、巨轮远航，“家”的时空距离越来越近，多样
便利的交通让这场“全球最大规模人口迁徙”打开了更多新版本。

【最新】

春运首日预计超1.7亿人次出行

据新华社电 蛇年到了，自己养的
宠物蛇能带上车吗？

“不行！除了视力障碍旅客携带取
得导盲犬工作证的导盲犬，以及作为食
品且经封闭箱体包装的鱼、虾、软体类
水产动物外，任何活体动物，不论体型
大小都是不能带上火车。”中国铁路南
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南昌车站代理值班
员刘熙雨说。

春节临近，很多旅客带着年货坐火
车回家，但不是所有的年货都能带上
车。刘熙雨举例介绍，白酒密封包装
好、标志清晰，且酒精浓度不得超过70
度，累计不超过3000毫升，可以携带乘
车。超过70度的酒类饮品属于易燃易
爆物品，禁止托运和随身携带。散装类
酒水如散装白酒、自制米酒等，也不能
通过安检进站上车。

除此之外，密封包装好的鸡、鸭、腊
肉、海鲜等生鲜年货作为食品可以携带
上车。烟花爆竹属于易燃易爆物品，绝
对不能携带。榴梿、螺蛳粉等气味较大
的食物，密封包装后可以携带乘车，但
请勿在车内食用。花生油、菜籽油等经
判别，确属食用油的产品可以携带，但
需要密封包装、妥善保管，以免污染列
车环境和卧具。

【指南】

蛇年能不能带宠物蛇上火车

【启幕】

昨日，乘客从贴有窗花的G1730次列车前走过。 新华社发 一位小乘客拿着“回家过年”的标牌在车厢内玩耍。新华社发

【提醒】

春运首周天气地图来了
看哪里雨雪大风扰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