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心服务
确保90亿人次出行顺畅

4聚 焦 2025/01/25 星期六 编辑：卢洋洋
电话：84389959 Email：sqrbbwb@126.com

新华社1月24日电 中消协 1
月 24 日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
者从合规渠道领取使用消费券，不
囤券，不买券，不炒券，共同抵制、
监督消费券二手交易，发现问题及
时向有关部门举报。

春节消费旺季临近，消费券频
繁亮相于各地购物、餐饮、文旅等
领域，涵盖了衣食住行的方方面
面，不仅给消费者带来实惠，也助
力产业回升向好，是多方共赢的惠
民举措。各地为确保惠民政策切
实惠及消费者，及时查处“黄牛”抢
券倒卖等违法行为，维护公平消费

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中消协有关负责人表示，消费

券的本质是有价票证，倒卖有价票
证属于违法行为。通过倒卖消费
券套现，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
的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

对此，中消协督促有关经营主
体遵守法律法规和商业道德，合
法合规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券发
放的正常秩序，切实维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履行资格审查义务，加
强消费券发放管理，抵制“黄牛”
二手交易，不得通过虚构交易等
违规方式套取补贴。

中消协提醒消费者
从合规渠道领取使用消费券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记者
24 日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等 18
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困境儿童个
人信息保护工作办法》。办法要
求，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将困境
儿童标签化，不得利用困境儿童
个人信息博眼球、赚流量，不得利
用困境儿童个人信息进行募捐、直
播带货等。

办法明确，困境儿童个人信
息，是指以纸质、电子或者其他方
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
息结合识别困境儿童的各种信息，
不包括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各
有关部门通过收集、存储、使用、加
工、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方式
处理困境儿童个人信息，应当依法
进行，遵循“谁主管、谁负责，谁处
理、谁负责”的原则，并采取严格的
保护措施。

办法规定，网信部门要履行监
督管理责任，指导网络运营者加强
网络信息筛查排查，发现披露泄露
困境儿童个人信息的，及时采取有

效措施予以纠正，并会同有关部门
妥善处置。

民政部门在组织实施社会救
助、慈善帮扶、关爱服务时，要依法
保护困境儿童个人信息。监督指
导儿童福利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
护机构、有关社会组织及其工作人
员，以及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等
提高信息保护意识。

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关工
委，以及有关社会组织、志愿者等
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儿童关爱服务
活动期间，需要处理困境儿童个人
信息的，应当限于开展活动所必需
的最小限度和范围，并做好相应的
保护工作。

办法还要求，各有关部门处理
不满十四周岁困境儿童个人信息，
应当取得儿童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人同意，并采取严格保护措施。处
理年满十四周岁困境儿童个人信
息等相关信息，应当依法取得困境
儿童同意，并以明确方式告知其父
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民政部等18部门：

不得利用困境儿童个人信息
博眼球、赚流量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为全
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
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文
化思想，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机制
改革，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国务
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推动文化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经济政策》（以
下简称《经济政策》），主要明确了
以下政策措施。

一是财政支持。建立健全与
文化强国建设和国家财力相适应
的财政投入机制，保障文化领域重
点规划和项目支出。支持党的创
新理论研究，推动构建中国哲学社
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高文化
原创能力，重点支持文学、艺术、新
闻、出版、影视、动漫等领域的精品
创作。支持全媒体、文化云等建
设，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提
高公共文化设施服务无障碍和适
老化程度，引导扶持群众性文化活
动和赛事。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
共文化服务和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支持对文物资源密集区、文物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和
合理利用，推动历史文化名城和历
史文化街区、村镇以及传统村落整
体保护和活态传承，支持文化遗产
防灾减灾救灾及安全监测体系建
设。二是税收优惠。落实宣传文

化增值税、转制文化企业税收等优
惠政策。三是金融服务。鼓励银
行业金融机构提升对文化企业的
金融支持力度和服务水平。支持
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上市和再融
资。四是科技创新。探索文化和
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支持新闻媒
体、文化遗产等领域培育建设全国
重点实验室，支持文化领域培育建
设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加快布局文
化科技创新平台。支持有能力的
民营企业牵头承担文化领域国家
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建设文化领
域人工智能高质量数据集，支持文
化领域大模型建设。五是用地保
障。依法依规保障文化企业合理
用地需求。探索适应古遗址、古墓
葬、文物建筑、历史文化街区和村
镇、传统村落等保护要求的用地管
理机制。六是收入分配。落实事
业单位绩效工资政策，完善内部分
配制度。对承担国家重大文化活
动（工程）的企业，经认定可单独分
类核算、分类考核。七是支持转制
企业。转制后原有的正常事业费
继续拨付。

《经济政策》要求各地区各有
关部门结合工作实际，进一步压
实责任，完善政策，推动各项措施
落地见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经济政策》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中国
精算师协会和中国银行保险信息
技术管理有限公司 24 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2024 年，我国保险业
共承保新能源车系（一个汽车品
牌 旗 下 的 一 类 车 型 集 合）2795
个，其中赔付率超过 100%的高赔
付车系有 137 个，其中客车 99 个、
货车38个。

数据显示，2024 年，我国保险
行业承保新能源汽车 3105 万辆，
保费收入 1409 亿元，提供风险保
障金额106万亿元，承保亏损57亿
元，呈现连续亏损。

精算师协会、中国银保信有关
负责人表示，出于维修成本较高、
出险率较高、部分车险价格与车辆

使用性质错配、部分车险价格与车
辆风险不匹配等原因，新能源车险
阶段性出现赔付率高及亏损现
象。可通过降低维修成本、优化车
辆设计制造、加强跨行业数据共
享、引导消费者培养良好用车习惯
等方式，推动降低新能源车险运行
成本。

精算师协会、中国银保信有关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推动跨
行业沟通与数据共享，持续跟踪分
析新能源车险有关赔付情况，根据
实际需要，在必要时公布赔付率超
过 100%的有关具体车系信息，及
时回应社会关切，提高新能源车险
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助力新能源
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2024年我国137个
新能源车系车险赔付率超100%

1 月 23 日，人们在河
北省唐山市丰润区年货
市场选购“福”字。

春节将至，人们纷纷
赶年集、购年货，喜迎新
年到来。

新华社发 朱大勇 摄

买年货
迎新年

一年一度的春运1月14日拉开大幕。据交通运输等部门预计，2025
年春运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90亿人次。

今年春运与往年相比有哪些不同？如何保障旅客平安、有序出行？
针对社会关切的诸多问题，新华社24日推出第十一期“中国经济圆桌

会”大型全媒体访谈节目，邀请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王绣春、中
国民航局运输司副司长商可佳、国铁集团客运部副主任朱文忠、交通运输
部公路局路网管理处处长花蕾，围绕今年春运期间如何让百姓走得好、走
得畅进行深入探讨。

2025年1月14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内旅客熙熙攘攘。
新华社记者 李贺 摄

平安·顺畅·暖心
——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2025年春运

1月14日，春运首日。当天上
午，成都东站内已是人山人海。据
介绍，首日东站累计开行列车324.5
对，发送旅客20.2万人次。

千里之外的山东潍坊，汽车客
运站中的乘客陆续登上返乡大
巴。数据显示，潍坊春运首日共投
放线路班车928辆次，客运包车155
辆次；道路运输发送旅客 16161 人
次，较去年增长1.6%。

向南而行，揭阳潮汕机场内人
来人往。机场相关负责人表示，春
运首日机场起降航班258架次、运
送旅客超3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16.2%、19.7%。

“从出行规模上来看，总量是
创历史纪录的，相应的出行构成
上，比如民航、铁路，包括自驾出行
的公路，都会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创
历史纪录。”王绣春在参加“中国经
济圆桌会”访谈时说。

人潮涌动，较往日大幅攀升的
交通出行数据，彰显春运期间流动
中国的生机与活力。

今年春运期间，全国铁路发送
旅客有望突破 5.1 亿人次，日均
1275万人次；民航旅客运输量有望
突破9000万人次；自驾出行预计达
到72亿人次，约占全社会跨区域人
员流动量的八成。

王绣春表示，从出行的目的上
来看，探亲流依然是今年春运主
流，但旅游出行量在今年会有比较
明显的增长。

广州花城广场的春节灯会已
成为全国闻名的年味地标；天津的
邮轮旅游市场开启新一轮出游热
潮；南京计划推出超500个文旅活
动吸引举家出游……不少城市积
极谋划、提前部署，在春运期间推
出适合家庭出行的旅游项目。

春运期间，热门航线会更加集
中。商可佳在访谈中表示，京津
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
仍然是民航运输主通道，同时海
南、云南等“避寒游”，黑龙江、吉
林、新疆等“冰雪游”目的地航线航
班也比较火热。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春运适逢
哈尔滨举办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
会，届时冰雪经济和假日经济相结
合，会拉动一波航空流量。”她说。

“东北方向的客流节前节后都
在增长”“中短途客流在大幅度增
加”“节前广东地区的到达客流比
往年有明显增长”……访谈中，朱
文忠表示，尽管从目前预售数据来
看，今年铁路春运的客流流量、流
向、结构以及规律都没有出现太大
变化，但是在总体不变的前提下还
是出现了新的细微变化。

“今年多地有冰雪游、民俗游
等，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一些热门
旅游城市以及一些线路会有比较
大的压力。”王绣春表示，不管是旅
游还是回家，越来越快的出行速
度，让春运工作服务保障的覆盖面
越来越广。

春运，被称为人类最大规模的
人口迁徙。与往年相比，今年春运
群众出行规模进一步增长。确保
90亿人次顺利抵达目的地，是全交
通运输系统的一场“大考”。

铁路是中长途旅客出行的主
要交通方式。围绕过去春运中的
一些痛点难点，朱文忠用四个“畅”
字展示了铁路的改进：

——进站畅。增加主要客流
大站安检验证的通道能力，一些客
流较大的车站，今年统一设置了绿
色通道，主要服务开车前15分钟以
内的急客以及老幼病残孕等重点
人群。

——中转畅。全国铁路目前
已经有120个中转便捷换乘车站，
将进一步补强导向标识、引导指
引，同时改进部分双向闸机设施，
方便旅客进一步快速换乘。

——出站畅。目前全国已经有
31个城市实现了铁路到达旅客免安
检坐地铁，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信息畅。根据实际需要
实时通过 12306 客户端、微信、支

付宝、12306 短信等途径向旅客推
送到达城市车站的地铁、公交等
有关信息，给旅客提供更好的换
乘指引。

90亿人次平安顺畅出行，体现
在更多细节和优质的服务上。

春运首日，不少旅客拉着行李
箱来到了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作
为城市的窗口，如何让旅客在机场
就能对一个城市留下美好印象？

机场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春
运期间，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在候机
区设置多个中转服务柜台，并在微
信小程序增加“中转管家”功能，为
旅客提供中转指引、信息提示等服
务。目前所有搭乘国内通程航班
的旅客可在下机后直接前往下一
航班登机口候机，遇有中转时间紧
张等情况，工作人员会举牌迎接旅
客并主动提供协助。

商可佳在访谈中表示，今年春
运期间，民航系统在服务方面持续
优化服务流程，坚持服务运行一体
化，要求航空公司和机场做好航班
变动信息的告知，做好客票退改签

2024 年春运期间，湖北省遭
遇大范围寒潮。为应对可能出现
的寒潮天气，今年春运期间，湖北
公路政警路企协同作战，提前备
齐人员、备好设备、备足物料，按
照“至少满足7天用量”和“1公里
5 吨盐、5 公里 1 台机械”原则，设
置应急物资储备点507个，组建应
急队伍 542 支，应急人员 11277
名，配备重点机具装备3537台，储
备融雪剂 81197.67 吨，全力以赴
保通保畅。

花蕾在访谈中说，针对春运
期间一些地区可能出现的低温雨
雪冰冻等天气，交通运输部门将
加强和气象部门合作，做好气象
研判分析，做好应急力量预置和
铲冰除雪物资储备。

对容易积雪、结冰的重点路
段，花蕾表示，将加强这些路段的
巡查和排查，做到雨雪前排查、雨
雪中巡查、雨雪后复查。对于已
经受到雨雪冰冻天气影响的路
段，将及时开展铲冰除雪作业，公
路主通道按照保障一条通行道的
条件实施作业。

“春运服务保障工作，摆在第
一位的是安全。”王绣春介绍，交
通运输部在春运开始前就已经全
覆盖式开展交通运输安全隐患排
查整治，特别是针对一些重点领
域、重点岗位和重点人员，全面开
展摸排，确保整个春运期间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针对冬季民航运行复杂叠加

大客流量的特点，商可佳表示，中
国民航局对航空公司、机场、空管
等运行和保障单位都提出了针对
性的风险防控要求——

对于航空公司，要求盯紧飞
行、运控、机务维修等关键岗位，
加强人员资质能力和思想作风的
建设和管理；

对于机场，要求着重做好鸟
击和外来物的防范、跑道安全隐
患排查、除冰雪作业物资储备、多
场景应急演练等工作；

对于空管运行单位，要求加
强协同联动，高度关注运行条件
和飞行程序的变化，加强信息监
测、系统监测，防范发生各类衍生
风险。

春运期间，铁路高峰每天要
开行1.4万列旅客列车，旅客发送
量接近 1400 万人次，安全压力较
大。对此，朱文忠在访谈中指出，
铁路部门对固定设施和移动装备
进行全面排查，确保设施设备能
够安全运行，同时加强对安全关
键环节的管控，并严格落实值班
值守各项制度，特别是科学应对
恶劣天气的影响，随时做好应急
启动、响应、处置的准备。

春运关系着亿万家庭新春团
圆，平安出行、顺利出行是民之所
望、心之所向。参加访谈的各位
人士表示，希望通过全体交通人
的努力和付出，让所有人的春运
路都能平安、便捷、温馨。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的服务，提升客服电话的接听
率。同时，继续做好重点群体的
保障，针对老年人、儿童、残疾人
和外籍来华人员、首乘旅客等群
体，持续提升航空出行便利和服
务水平。

自驾是今年春运出行的主要
方式。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
展，如今开着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
的人越来越多。当下，全国高速公
路服务区已累计建成充电桩3.5万
个、充电停车位5.1万个，相应的充
电服务保障持续快速跟进。

春运期间，出行人数更多、车
流量更密集，如何进一步解决新
能源汽车的充电问题，缓解车主

的“里程焦虑”，也成为社会关注
的热点。

花蕾表示，一方面，交通运输
部持续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预计在春节前各地还会有一批充
电基础设施投放到位；另一方面，
根据往年重大节假日还有春运期
间各个服务区充电需求情况，提
前对服务区充电需求进行预判，
指导各地对充电繁忙服务区制定
充电服务保障方案。

“在综合运输服务上，我们加
强做好城市和城际间运输服务，
包括信息共享、路线衔接等，协调
好旅客出行的‘最先和最后一公
里’。”王绣春说。

人潮涌动
今年春运或将创历史纪录

全力以赴
让春运路更加平安便捷温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