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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上海市召开
2021 年春运工作动员大会。

据市春运办预测， 今年春
运期间， 上海对外客运总量较
2020 年有较大幅度的反弹，但
与 2019 年相比仍有一定减少。
预计本市对外交通到发总量达

3570 万人次；市内交通日均客
流达 1378 万乘次；高速公路对
外道口日均进出流量达 45 万
辆次， 城市快速路日均流量达
178 万辆次。 此外，市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期发布

了冬春季来沪返沪人员 8 条防
控措施， 总体防控要求和减少
流动政策导向， 将对春运客流
产生不确定影响。

今年春运是新冠疫情常态

化防控下的首个春运， 将从 1
月 28 日（腊月十六）开始，到 3
月 8 日（正月二十五）结束，共
40 天。 据市春运办预测，对外
客运总量较 2020 年有较大幅
度的反弹，但与 2019 年相比仍
有一定减少，受沪苏通、连淮扬
镇等高铁线路开通影响， 客流
结构持续变化， 预计铁路客运
量占比进一步提升， 公路客运
量需求降幅明显。

由于今年春节日期较晚 ，
考虑到学生流、务工流、探亲流
等错峰出行的影响， 节前对外
客流发送高峰在 2 月 9 日 （腊
月廿八）前后，节后返程客流预
计仍在 2 月 17 日 （正月初六）

和 2 月 27 日 （正月十六 ）前后
呈双高峰。 市内交通预计在 2
月 8 日（腊月廿七）开始显著减
少，2 月 23 日（正月十二）基本
达到节前平日水平。同时，在疫
情影响下反向春运特征将继续

呈现， 节前到达量和节后发送
量占比预计有所提高。 通行方
面，自驾出行量持续保持高位，
道路交通保障压力仍较大 ，部
分路段可能存在通行压力。 气
象方面， 春运期间本市以暖干
气候为主，气温变幅大。春运初
期及后期可能出现阶段性低

温，但总体强度不及 1 月上旬。
由于今年疫情防控的特殊

性，市春运办要求，各系统各单

位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春运

保障。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围绕“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
总体原则、“人物同防、 精准施
策” 的指导方针以及近期发布
的冬春季疫情防控要求， 强化
分类分级精准管控， 全力确保
春运防控稳妥有序。

铁路 、民航 、公路 、水路和
市内交通各运输系统在春运期

间， 要增加客运枢纽和交通运
输工具消杀、通风等措施频次，
全力做好测温、“健康码” 查验
和候乘客流引导， 要加快推动
“健康码”查验通行，切实提高
人员通行效率， 避免因扫码查
验等引起人员聚集。 针对老年

人等特殊人群运用智能技术困

难问题， 各枢纽场站要安排专
项服务通道， 主动提供线下帮
助服务。此外，飞机、列车、长途
客车、 重点水域水路客运等交
通运输工具要落实实名购票 ，
确保对号入座，严控超员率。机
场口岸要持续加强境外输入人

员检疫、 转运、 隔离等防控措
施，切实做到闭环管理。针对进
口高风险冷链集装箱运输 ，相
关冷链物流企业要切实落实消

杀和人员防护等防控措施。
春运期间，除返乡探亲、必

要公务等以外，非必要不离沪、
非必要不出境、 非必要不出入
中高风险地区， 并严格做好个

人防护，保持社交距离。来沪返
沪人员应严格按照市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期发布

了冬春季来沪返沪人员 8 条防
控措施执行。春运期间，本市客
运一线服务人员规范佩戴口

罩， 并督促要求旅客全程佩戴
口罩。鼓励枢纽场站、高速公路
服务区内餐饮等经营场所实施

分散就坐，减少人员聚集。鼓励
乘坐公交、地铁、出租、轮渡等
交通工具的旅客扫车厢内部二

维码进行信息登记。
根据疫情防控需要， 春运

期间铁路、民航、公路和水运系
统将充分利用网络等信息技术

手段， 进一步拓展线上售票服
务范围。 将持续延长网站服务
时间，健全候补购票功能，推广
并扩大“无接触”售检票服务。
本市各客运枢纽将结合枢纽运

行实际设置绿色通道， 优化安
检、换乘、行李领取等流程，减
少旅客进出站拥挤和站内聚

集。将设立爱心通道、母婴哺乳
区、 老幼病残孕旅客候乘区和
医疗服务点， 加强重点群体的
针对性服务。铁路、公路系统将
统筹考虑疫情防控要求， 视情
在外出务工人员集中地开行专

车、专列，并根据需要组织开行
农民工返乡和回城“点对点”包
车运输。

此外， 春运期间有关部门
将采取必要措施， 均衡调控路
网流量。免费通行期间，将采取
必要措施，开通足够通行道口，
进一步提升车辆通行能力。

本报讯 （劳动报
首席记者 罗菁 ） 昨
天， 记者获悉， 为贯
彻落实市委、 市政府
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指示精神， 做好帮困
送温暖工作， 本市将
于 2021 年 “元旦 、
春节 ” 期间对家庭
生活困难的登记失

业人员发放一次性节

日补助。
一次性节日补助

对象为本市家庭生活

困难的登记失业人

员， 补助人数为登记
失业人数的 5%左右。

每位补助对象一次性

补助 700 元。
各区所属街镇就

业服务机构将对提出

补助申请的失业人员

进行初审， 各区就业
服务机构及时完成审

核工作。 补助资金将
在 2021 年春节前发
放到失业人员指定的

银行账户中。
据悉， 属于补助

对象范围的人员 ，若
已确定为民政部门节

日补助享受对象的 ，
将不再重复享受本次

补助。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郭

娜） 昨天，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召开发挥执行职能、 服务 “六
稳六保” 执行工作新闻发布会，
通报上海法院 2020 年度执行工
作基本情况， 同时发布上海法院
2020 年度破解 “执行难 ” 十大
典型案例、 执行不能五个典型案
例、 执行失信联合惩戒五个典型
案例。

据统计 ， 2020 年全市法院
共受理初执案件 16.16 万件， 执
结 16.21 万件， 同比分别同比上
升 7.68%和 7.56%； 执行到位金
额 378.94 亿元 。 执行案件法定
期限内结案率、 结案平均用时等
执行指标居全国前列。 2020 年，
全市法院共开展移动执行 15587

人次， 执行人员使用移动执行的
覆盖率 100 %， 在线留痕证据材
料 3475 件。

据介绍， 上海法院充分适用
罚款、 拘留、 强制搜查、 限制出
境等强制措施， 依法追究拒执犯
罪， 加大对抗拒执行、 阻碍执行
惩治力度 。 2020 年 ， 全市法院
共打击拒执犯罪 28 例， 司法拘
留 208 人， 限制出境 1315 人次。
上海法院高度重视涉民生案件执

行， 严格落实 “优先受理、 优先
执行、 优先兑付” 要求， 及时查
控财产 ， 缩短案件流转环节时
间 ， 强化欠薪垫付和司法救助
等， 健全涉民生案件快速执行机
制， 全年累计执行到位涉务工人
员劳动报酬 3.69 亿元。

为助力破解 “执行难”， 上
海法院还不断深化执行信息化工

作， 打造 “智慧执行” 系统， 将
现代科技融入执行业务之中。 完
善全市法院一体化的执行案件智

能化办案平台， 实现格式文书自
动生成、 关键节点信息自动回填
等功能， 为法官全流程网上办案
提供智能支撑。

上海高院表示， 下一步， 上
海法院将不断巩固基本解决执行

难工作成果， 进一步推进完善综
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 , 加大强
制执行力度 ,提升执行规范化水
平 ， 健全完善执行长效工作机
制， 努力把上海打造成全国执行
环境最好、 执行效率最高的地区
之一。

沪春运客运总量预计3570万人次

■劳动报记者 胡玉荣 文/摄

上海法院2020年累计执行到位
涉务工人员劳动报酬3.69亿元

符合条件失业人员
春节一次性补助 700 元

上海客运总站加强疫情防控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