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为期 40 天的春运中，预计有 90 亿人次出行。
熙来攘往间，春运的点滴故事、赶路人的记忆碎片，都折射出时代巨变。 对流动中

国的“节奏”变化，不少人深有感触。
从绿皮车到动车“陆地舰队”，从泡面、馒头到“舌尖上的中国”，从“铁骑大军”到自

驾新能源汽车……变化的春运，印证着时代的步伐，映照着人们不变的团圆情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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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一变】出行
从一天一夜坐绿皮车到“打个高铁”回家

年近五旬的夏军在北京工作，每到年底，携家带
口回上海郊区与父母亲戚团聚， 成了他心中一大念
想。在他的记忆中，从北京到上海，曾经要坐 22 小时
的绿皮车。 “人挤人，味道熏得头痛，有个地方落脚就
很庆幸。 ”夏军说。

2011 年 6 月，京沪高铁开通运营，京沪时空距离
缩短至 5 小时内。

截至 2023 年年底， 铁路营业里程达 15.9 万公
里，其中高铁 4.5 万公里。 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连接城
市与乡村，一次又一次的铁路大提速，让春运回家路
越来越近。

2月 6日一大早， 夏军和家人从地铁站出来到北
京南站，有条不紊地通过安检进站、候车。 11时 29分，
他们抵达上海站，一家人打上车准备回去吃团圆午饭。

【二变】购票
从辛苦“跑断腿”到手机“点一点”

“一票难求”，是游子春运记忆中普遍的苦恼。
年过六旬的李永辉还记得当年春运抢票的 “疯

狂”场景：在火车站、代售点，刺骨的寒风中，等待购
票的旅客乌压压一片，从半夜一直等到天亮。

从堪称“爷爷辈儿”的硬纸板票，到后来计算机
打印红色软纸票，售票速度从几分钟压缩到几十秒。
2012 年春运，互联网售票全面推行，乘客购票从辛苦
“跑断腿”转变为手机“点一点”。

窗口、网络、电话等多种渠道的购票矩阵，以及
更人性化的购票方式，满足不同年龄段的诉求，也分
散了购票人群。

为了到湖北武汉的女儿家过年，李永辉尝试了“候
补购票”功能。2024年春运，铁路部门对 12306候补购票
功能进行了优化升级，进一步提高候补购票成功率。

【三变】行李
从“大包小包”到“轻装上阵”

甘肃天水是西北地区劳务输出大市，近年来，年
均组织劳务输转超 70 万人。每年春运期间，天水站、
天水南站就会涌入熙熙攘攘的人群。

天水站负责安检的铁路职工陈雄洵记得， 刚工
作那会儿，务工人员出行装备主要有“三大件”：背着
大包袱、肩扛蛇皮袋、手提塑料桶。

“那时安检工作量非常大。 ”陈雄洵说，旅客行李
笨重复杂，铺盖卷、锅碗瓢盆、瓜果熟食，不一而足，
需要每件仔细查看，旅客取下背上也不方便，影响安
检进站、上车下车的效率。

如今，拉个皮箱、背个书包渐渐成为常态。从“大
包小包”到“轻装上阵”，陈雄洵注意到，人均安检效
率至少也提升了 2 倍。

【四变】候车
从拖家带口“打地铺”到喝着咖啡逛商店

“慢点慢点，别踩着我！ ”
年过五旬的苏州市民刘根荣回忆早年春运，脑

海中总蹦出“打地铺被人踩”的画面。
走进当下的苏州火车站， 几乎不见旅客席地而

坐。有人刷手机和家人视频聊天，有人在“书香驿站”
翻阅报刊，有人在特产商店左挑右选，有人在领取自
助下单的咖啡……

“现在，候车环境大不一样了。 ”长期在苏州站工

作的潘玲说。 在多地火车站， 不少候车室化身特色
“商业街”。 在北京站，不仅有“老字号”和潮牌，还能
买到中欧班列运回的跨境商品。

【五变】检票
从人工打孔到“一秒过闸”

大连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刘晓云已在车站工作

20 余年。
“刚工作时，每名检票员都配了把小钳子，旅客

出示车票后，要仔细核对车次、日期等信息，然后在
票的一侧剪一个小口。 ”刘晓云回忆道。

春运客流量大， 在服务台工作的她常去检票口
帮班。 刘晓云说，那时剪一张票要四五秒，至少要提
前半小时检票，旅客早早就得来排长队。

2007 年 4 月，动车组全面上线投入运营，中国开
始迈入“高铁时代”；接着推出磁介质车票，只需将车
票插进自动检票机，几秒即可完成验票。

2011 年 6 月起，“刷身份证进站” 的无票时代来
临，带着身份证就能直接进站。

2023 年， 大连站、 大连北站对检票闸机进行升
级，增加护照、港澳通行证识别功能。 旅客通过速度
大大提升，实现“一秒过闸”。 刘晓云说，现在每个检
票口只需一两人引导， 动车检票时间也缩短到开车
前 15分钟。

【六变】餐饮
从“泡面馒头”到品尝“舌尖上的中国”

“忍一忍，吃完火车上这顿，就吃团圆饭了。 ”
在南京客运段列车长颜晨的春运记忆里， 坐绿

皮车返乡最难熬的， 除了没地方睡觉， 就是没啥可
吃。 “那会儿餐车还是烧煤加热的，盒饭刚起卖就被
抢购一空。 一到饭点，茶水炉前排起长队，车里都是
泡面味。 ”颜晨说。

自带泡面、馒头，就着榨菜、热水就是一顿饭，这
是曾经春运火车上的“标配”；那声 “泡面饮料矿泉
水，花生瓜子八宝粥”也成为一代人的回忆。

“以前是吃饱就行，现在是‘舌尖上的中国’。 ”颜
晨说。

他值乘的 G7584 次列车每天都要售卖上百份
“定制套餐”，旅客可以在手机上一键挑选地锅鸡、狮
子头等地方美食。到站后，热气腾腾的饭菜就送到了
旅客手中。

据上海华铁旅客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介绍，
2023 年该公司冷链、热链餐食销售达 1505 万份，“长
三角一小时热链圈”已初步形成。

【七变】如厕
从不敢喝水到卫生间物品一应俱全

改革开放后，铁路春运人数迅速上升。1979 年春
运期间，铁路旅客人次首次破亿，客流迎来飞跃式上
涨。

沈阳客运段客运三队车队长赵泽强工作已 40
余年。第一次跟车时，他最大的感受就是，“上厕所最
麻烦”。

绿皮车时代的春运，车厢里人挤人。 “不到 ３ 平
方米的小卫生间里，也站着五六个人。 ”赵泽强说。

如今，高铁动车的卫生间有了质的飞跃。
赵泽强说，现在的动车卫生间里，感应式冲水的

洗手池、洗手液、纸巾等一应俱全，被誉为“金凤凰”
的复兴号还有更宽敞的无障碍厕所。 那种 “只能润
喉、不敢喝水”的窘迫早已成为历史。

【八变】自驾
从“铁骑大军”到新能源汽车登场

浩浩荡荡的“铁骑大军”曾是春运中一幕牵动人
心的场景。

珠三角地区的繁华离不开数以千万计的外地打

工者。岁末年终难回家，“千里走单骑”便成了老乡们
的选择。顶风冒雨骑行十几个小时，只为那一份团圆
的热望。数据显示，最高峰时，从广东返乡的“铁骑大
军”规模超 100 万人。

“看似潇洒，其实为省钱嘛，危险又辛苦。 ”来自
广西的胡斌说，自己曾是“铁骑”一员，前两年改坐高
铁加大巴，2023 年则自驾新能源汽车回家。

在江苏苏州打工的王庆同样选择自驾新能源汽

车回徐州老家过年。 数据显示，2024 年春运约有 72
亿人次自驾出行。

“铁骑大军”逐渐退场，更多“绿色军团”已在路
上。

【九变】带娃回家
从出行不易到温暖归途

沈阳站美丽服务台工作人员寇丽已工作 20 多
年。

以往，独自带娃出行的母亲们非常不易：一边拿
着笨重行李，一边还要单手抱娃。遇到这种情况，寇丽
都会主动上前帮忙。 最棘手的是遇到需要哺乳的母
亲，客运员要临时找个私密性好的房间，在门口守着。

2016 年， 关于加快推进母婴设施建设的指导意
见发布，提出到 2020年年底，所有应配置母婴设施的
公共场所和用人单位基本建成标准化的母婴设施。

在北京，截至 2018 年 11 月底，公共场所设立母
婴关爱室数量近 400 个，机场、主要火车站配置率达
100%。

沈阳站的候车室也有了 “母爱十平方” 温馨小
屋。温奶器、微波炉、纸尿裤及接送站一条龙，更多有
温度、人性化的设施和服务，让宝妈们的归途多了一
份暖意。

2024 年，气球玩具、图书游戏……厦门始发开往
部分方向的高铁列车专门设置了“遛娃舱”，缓解带
娃家庭的焦虑，也为孩子提供更多空间与自由。

从童趣满满的母婴整理台到一路有爱的无障碍

车厢，更多人群的需求已被“看见”。

【十变】旅途
从“单向回家过年”到“哪里都是团圆”

如果说过去更多是 “千辛万苦也要回家过年”，
吃年夜饭看春晚，有老有小、有说有笑；现在则更多
有游有赏、有逛有买。 “游子变游客”逐渐成为春节新
风尚。

同程旅行发布的 2024 年春节旅行趋势预测报
告显示，“北上看雪”和“南下避寒”成为春节假期关
键词。

“旅游过年挺好！还能开眼界长见识。 ”来自吉林
的曹美凤和老伴订好机票， 和在南京工作的女儿相
约赴海南过年，还准备在当地“买买买”一番。 “我的
春节，我做主”，个性十足的年轻人，也正在重新安排
“新年俗”“新年味”。

时代更迭、春运嬗变。从“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到
“此心安处是吾乡”， 春运背后折射出城市化进程的
改变，团圆的形式也在斗转星移间悄然变化。

“只要家人在一起，哪里都是团圆。 ”曹美凤说。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7 日电）

春运十变
□新华社记者 何磊静 丁非白 李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