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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将近，虽然各地倡导就

地过年，春运客运量总体下降，

但人员集中流动与疫情防控任

务交织叠加，组织保障工作仍然

难度较大。火车、飞机、大巴车

等长途公共交通工具空间密闭、

人员复杂，多地“寻找同乘人员”

的消息反映出长途公共交通工

具属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

地。虽然交通部门已经出台多

项防控措施，但仍有一些旅途隐

患需要警惕。

春运期间，如何安全乘坐长

途公共交通工具？

为防扩散，数十趟火车、
公交、飞机紧急寻人

1月5日，一名乘客从黑龙

江省绥化市望奎县乘K350次

列车返回吉林省长春市，其妻子

与其邻座。1月11日，两人被

确定为无症状感染者。

与上述两名无症状感染者

同车厢的另外1人，从黑龙江省

伊春市南岔县上车，1月13日

被确定为无症状感染者。后经

流调等方式溯源发现，这个无症

状感染者在吉林引发了超过百

人的“超级传播链”。

相关人士根据传染性和基

因测序等判断，这个无症状感染

者在车厢内感染的可能性非常

大。由于密闭空间病毒传染的

概率很大，很多人因为同车厢或

者同航班出现确诊病例或者无

症状感染者被采取管控措施。

黑龙江省卫健委二级巡视

员刘彦诚介绍，哈尔滨市群力新

城小区1月20日新增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汤某，曾于1月13日乘

坐Z17次列车由北京抵达哈尔

滨，随后有关部门对汤某同车厢

75名乘客采取相关管控措施。

此外，部分从国外入境人员

在隔离期满且核酸检测为阴性

后，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但

抵达目的地后核酸检测呈阳性，

导致有关部门紧急寻找同乘者。

记者梳理发现，1月份以

来，全国至少有数十趟火车、公

交、飞机涉及紧急寻人。按照相

关要求，一旦发现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触

者等曾出现在公共交通工具上，

有关部门会及时做出场所消毒、

管控有关人员等举措。为防控

疫情，一些地区还暂停运行部分

列车，给春运工作和乘客出行带

来不便。

返乡路上，防范多重旅途
隐患

记者了解到，虽然今年春运

客运量总体下降，但人员集中流

动与疫情防控任务交织叠加，春

运组织保障工作难度加大。多

地铁路、机场、公路等相关部门

已经把疫情防控放在了春运工

作的首要位置。其中，铁路部门

严格控制列车超员率，加强客流

疏导；公路客运站严格落实乘客

测温、查验健康码等防控措施，

并做好运输工具的消毒和通风

工作；不少机场在显要位置张贴

和摆放宣传提示语，加大摆渡车

发车频次，减少等候时间。

国家有关部门近日印发

《2021年综合运输春运疫情防

控总体工作方案》，要求各地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铁路车站、机

场要建立全面对接机制，统筹做

好综合运输服务衔接工作，及时

疏运旅客，避免造成人员聚集。

但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火车、

飞机、大巴车等长途公共交通工

具的乘坐时间长、空间相对密闭、

人员流动大，乘客随意走动、口罩

佩戴不规范等问题依然为春运期

间疫情防控带来诸多隐患。

——乘客口罩佩戴不规

范。“绝大多数旅客都能听从佩

戴口罩等的劝导，但乘务员巡

查、打扫卫生时，总会发现有的

乘客口罩佩戴不规范，甚至摘下

不戴。”一位列车长告诉记者，没

有办法“时刻关注乘客口罩佩戴

情况”，只能及时提醒乘客。由

于座位间隙小，乘客摘下口罩吃

饭也会加大传播风险。

——乘客随意走动，不能保

持安全距离。一位列车乘务人

员介绍，由于他所值乘的列车运

行时间超过6个小时，部分乘客

会在车厢内走动，甚至跨车厢

“活动身体”，人员流动频繁。此

外，在排队进站、检票上车等环

节，个别乘客不能保持“一米线”

距离，甚至出现“人挨人”的现

象。

——站台吸烟增加疫情传

播风险。由于旅途时间较长，部

分乘客会在上车前的站台上，或

者列车停站时走出车厢吸烟。

由于停车时间短，不少下车吸烟

人都聚集在列车门口，增加了疫

情传播风险。

——无症状感染者较难防

控。梳理发现，近期各地散发疫

情中，均有无症状感染者引发的

疫情扩散案例。部分交通从业

者认为，现在乘坐交通工具前使

用的测温、查验健康码等措施，

在筛查无症状感染者方面仍显

“力不从心”，很难通过测温等方

式筛查出来无症状感染者。

平安过年，做好自己的
“安全卫士”

春运期间，除严格遵守相关

政策要求外，需要每个人都肩

负起职责，做好自己的“安全卫

士”。

近日，有关部门已经下发

《关于有序做好春运期间群众

出行核酸检测工作的通知》。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

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表示，目前，

核酸检测仍然是能够尽早发现

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有效手段。

有关交通从业者、专家表示，有

关部门可继续加强前端防控措

施，尽量减小无症状感染者、确

诊病例等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

概率。

乘客要认真进行体温监测，

适当减少用餐、吸烟次数，规范

佩戴口罩。交通运输部新闻发

言人吴春耕表示，各地要全面严

格落实乘客测温、查验健康码，

提高客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

通风消毒频次，旅客要全程佩戴

口罩，减少分散流动。

保持安全距离，减少非必要

接触。北京西站客运车间业务

指导王琳娜建议，旅客在进站

口、安检口以及验证验票口，要

严格按照“一米线”间隔排队，在

乘坐交通工具过程中要始终做

好自身防护，减少集中聚集。

适当增强防控力量，加强

督导和检查。一些专家建议，

乘客要支持和配合测温工作，

如有发热要主动报告，各地公

共交通场站要进一步强化安全

意识，必要情况下可增设疫情

防控监督员，专门督促火车、飞

机、大巴车上的乘客落实好防

疫措施。相关监管部门也要强

化督导，确保有关单位落实好

载客率、隔离区等要求。

吴春耕说，在严格落实疫

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交通运

输部将进一步做好运输服务保

障，优化路网运行服务，积极宣

传引导公众安全出行，确保“疫

情不因春运扩散”。

（新华社）

防疫下的春运 如何消除这些隐患

据新华社电 3日，广东省

港澳办会同广州、深圳市及省直

相关单位负责人介绍了广东省

进一步深化粤港合作若干措施

有关情况。措施主要包括完善

疫情联防联控，科技、金融和商

贸合作，跨境基础设施建设及通

关便利，青少年交流和教育合

作，社会民生合作等5个方面。

完善疫情联防联控方面。

加强粤港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继

续尽最大努力支持香港疫情防

控，保障供港生活必需品快速通

关和安全稳定供应。按照中央

要求，广东完成了支援香港大规

模核酸检测、建设方舱医院和临

时医院等三大项目。

科技、金融和商贸合作方

面。一是共同建设深港科技创

新合作区的深圳园区和位于落

马洲河套的香港园区，推进“一

区两园”建设。加快深圳园区

“1+N”规划的出台实施，布局建

设一批国家级、香港及国际的重

大科研项目。

二是支持配合香港特区政

府实施“杰出创科学人计划”，打

造对海内外高端人才具有吸引

力的政策环境。

三是支持深化两地金融互

联互通，争取逐步扩大“互联互

通”股票范围，积极推进在港上

市的生物科技公司纳入港股通

标的范围的市场准备工作；争取

加快落实“跨境理财通”。深入

落实《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的意见》。

四是支持港商拓展内销渠

道，并与香港特区政府共同吸引外

来投资。落实《关于支持出口产

品转内销的若干措施》，支持港资

企业用好政策促进出口转内销。

五是推进粤港马产业合

作。持续强化广东从化无规定

马属动物疫病区的管理维护和

功能拓展，加强与港方合作，推进

大湾区马匹运动及马产业发展。

跨境基础设施建设及通关

便利方面。一是推进“港车北

上”政策在港珠澳大桥实施。

二是推进皇岗口岸重建工

作，争取在深圳的新皇岗口岸实

行“一地两检”通关模式。稳步

推进皇岗口岸重建工程，按照

“一地两检”模式预留新皇岗口

岸的港方口岸区域。

青少年交流和教育合作方

面。一是支持配合香港特区政

府实施“大湾区青年就业计

划”。目前香港特区政府方面正

在发动企业积极提供职位，广东

省将加强对接，研究制定配合

“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实施的

相关支持措施。

二是支持香港青年在粤港

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就业，推

进建设10家粤港青年创新创业

基地。推进“1+12+N”港澳青

年创新创业孵化体系建设，落实

惠及港澳人员的各项就业创业

扶持政策。

三是加强高等教育合作。

支持香港高校来粤合作办学的

项目，加快香港科技大学（广州）

筹建工作，推进香港城市大学在

东莞、香港公开大学在肇庆、香

港理工大学在佛山的合作办学

相关工作。继续做好广东高等

院校免试招收香港学生工作。

四是加强专业职业教育和

培训合作。积极推进粤港澳专

业技术人才职业资格认可，完善

技能人才“一试多证”评价模式，

并推进技能人才培训合作。

社会民生合作方面。一是

落实《粤港澳大湾区药品医疗器

械监管创新发展工作方案》，支

持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试点使

用香港注册的临床急需药品和

医疗器械。加快制定《粤港澳大

湾区药品医疗器械监管创新发

展工作方案》配套制度。

二是配合香港特区政府委

托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为长期居

住广东的有关香港居民提供复

诊服务。

三是推进符合条件的持居

住证的港澳居民在粤港澳大湾

区内地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落实《香港澳门台湾居民

在内地（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

行办法》，支持在内地居住且办

理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未就

业港澳居民，在居住地按照规定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5方面进一步深化粤港合作
推进香港城市大学在东莞、香港公开大学在肇庆、香港理工大学在佛山的合作办学相关工作

外交部：

提供1000万剂疫苗
用于发展中国家急需

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汪

文斌 3日表示，中方决定向“新冠

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提供1000万

剂疫苗，主要用于发展中国家急

需。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汪文斌

说，中国已正式加入“新冠肺炎疫

苗实施计划”，并同世卫组织等发

起方保持密切沟通，为把疫苗作为

全球公共产品，实现发展中国家的

可及性和可负担性而共同努力。

“我们高度重视谭德塞总干事

关于在今年前100天内为所有国

家优先人群接种疫苗的呼吁，也高

度重视‘实施计划’运行面临的困

难，特别是2、3月份存在的巨大供

苗缺口。”他说。

他表示，应世卫组织方面请

求，中方决定向“实施计划”提供

1000万剂疫苗，主要用于发展中

国家急需。这是中方促进疫苗公

平分配，推进国际抗疫合作，践行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又一

重要举措。

汪文斌说，世卫组织已开始审

核中国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中

国企业将继续积极配合。希望世

卫组织尽早完成这项工作。

“我们希望国际社会有能力的

国家都积极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

支持‘实施计划’，支持世卫组织工

作，帮助发展中国家及时获得疫

苗，为国际社会早日战胜疫情作出

应有的贡献。”他说。

孙世福：

做人讲良心
做食品讲诚信

作为桂顺斋的掌舵人，孙世福

坚持用过硬产品、贴心服务和不变

真诚，把年销售产值不足3000万

元的百年老店，打造成年销售产值

1.83亿元、辐射京津冀三地的清真

糕点名牌。

“做人讲良心、做食品讲诚信”，

是挂在孙世福嘴边的一句话，也是

他一直坚守的承诺。他认为，要保

证近百年桂顺斋的传统，不仅要深

入挖掘清真食品优秀传统文化内

涵，更要有严格的采购、生产、销售

管理体系。为此，企业先后建立了

采购进货查验、生产过程控制、食品

出厂检验、不合格产品管理等规章

制度，全面导入ISO9001质量管理

体系并通过认证，成为天津老字号

清真企业中首批取得QS生产许可

证的单位，产品抽验合格率始终保

持100%。

多年来，桂顺斋选料毫不含

糊。有些原料达不到要求，宁可不

惜成本自己加工制作，因此桂顺斋

原材料的成本要比同行业高出一倍

还多。2013年，他们从沧州进了两

吨红枣，可入库检验时发现与样品

差别大，尽管供货商苦苦哀求并表

示愿意降价，但还是被孙世福严辞

拒绝，整批货退回，供货商也永远失

去了与桂顺斋合作的资格。

中秋节前，一位70多岁的老大

爷要为90多岁的老母亲购买一斤翻

毛月饼，但是刚好卖完，而且翻毛月

饼限量生产，卖完即止，生产线已经

停了，再出1斤月饼谈何容易。但他

立刻联系工厂，马上赶制一批，第二

天送到大爷家中。在孙世福的眼里，

顾客对桂顺斋的信赖，决不能辜负。

■安全出行。 新华社 发

个人档案：孙世福，男，汉族，

1957年1月生，中共党员，天津市

桂顺斋糕点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

荣誉：荣获天津市道德模范、天

津市“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