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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一词最早出现于1980年的《人民日报》，40余年的春运史，是一部时代发展、社会变迁史，承载着无数家庭的期待，
也装满了无数人的乡愁。人潮涌动、一往无前，无论是年前的肩扛手提、归心似箭，还是年后的“三六九，往外走”，具体到个体，
都是难忘的记忆。伴随1月17日2022春运大幕的拉开，我们今日起为大家讲述春运的故事，与大家一起开启春运记忆。

开栏语：

本报讯（记者 陈金路）2021年
12月27日深夜，莘县实验高中教师
王书光为远在西安财经大学上学
的女儿王思佳写了一封千字鼓励
信——《孩子，记住你是西安的一
员》在网络热传，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报以《父亲千字家书鼓励女
儿爆红网络》为题进行了报道。
2022 年 1 月 24 日，记者获悉，随着
西安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学校宿舍
解封，王思佳可以回家过年了。

“我现在正在西安高铁站等车
呢，晚上 7 点左右就能回到莘县老
家了。”1月24日中午，王思佳在电
话中激动地告诉记者。

正在读大三的王思佳，在疫情
肆虐西安时，率先加入了学校的抗
疫志愿者队伍，并带头和其他学生
干部一起写下了请战书。她的父
亲王书光是莘县实验高中高三地
理教师，一直关注着西安的疫情，
牵挂着在西安读大学的女儿。2021
年12月27日深夜，王书光写下了千
字家书鼓励女儿。没想到，这封家

书爆红网络。
如王书光在家书中所写，“没

有一个寒冬不会过去！”目前，西安
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

“西安已经清零两天了，现在
学校宿舍也解封了，学校所在地已
是低风险地区，学校已陆续安排学
生放假。”1月20日，王思佳说。

“这几天，西安财经大学的学
生们开始陆续回家，1月25日是最
后一批离校的。”1月24日中午，王
思佳说，学校包车将学生们送到了
高铁站、火车站、机场。

据了解，王思佳已于1月24日
晚7时30分许顺利回到家里。

“原以为今年春节回不了家
了，是党的正确领导及全体西安人
民的共同努力，让我们这些西安的
大学生圆了回家过年的梦。”王思
佳激动地说，回家后，她会严格遵守
和配合落实家乡的疫情防控措施。

文/图 本报记者 吕晓磊

春运是一条特殊的回家路，是几代中
国人的记忆。聊城汽车总站副站长陈光
艳，更是春运的见证者。

从“出行堪忧”到秩序井然

1月21日，是今年春运启动的第5天，
记者去聊城汽车总站采访陈光艳的时候，
她正在发车区忙碌，服务是否到位、防疫
措施是否严谨，她都要一一检查。

在聊城汽车总站已经工作了20余年
的陈光艳是春运的见证者，提起20年前的
春运，她说“惊心动魄”。

“我1999年参加工作，那时个体运输
车辆和国营车站刚刚整合，未经统一培训
和管理的车主进入新的环境，还比较自
我，不服从管理的现象时常发生，尤其是
到春运的时候，因为抢客拉客吵架是家常
便饭。当时运营车辆少，旅客出行的方式
也单一，所以，乘客坐车也难，环境更是

‘令人堪忧’，不过，抢座也锻炼了不少人
呢！”回想起往事，陈光艳无奈地笑了笑，

“那种环境也锻炼了我，后来，车站狠下功
夫进行秩序环境优化，市场慢慢规范化，
旅客出行体验也越来越好了”。

采访当天，记者在聊城汽车总站看

到，各售票窗口和进站口秩序井然，候车
厅内的客流量并不是太大，旅客从询问到
出票，时间很短，相当便捷。

陈光艳说：“20年前的春运，每天的客
流量大约是两万人次。现在，春运高峰期
每天的客流量约八千人次，日常约两千多
人次。这是因为旅客出行的方式多元化
了，除了铁路和航空外，私家车和商务车
也分散了部分客流。近些年，我们围绕旅
客需求，开通多样化定制服务便民出行，
比如：校园直通车、民工专线车等一些专
属线路，点对点接送，乘客在微信小程序
上就能下单，这样乘客就减少了在车站的
周转时间。另外，车站在微信公众号上也
会随时发布、更新所有线路的购票和发车
信息，乘客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微信购
票或网上购票，减少了排队买票的烦恼。”

春运服务升级 乘客归途更舒服

在陈光艳的记忆里，20多年前的春运
是谁体力好谁就能先上车，那时候还没有
超载的限制和概念，“我们也维持秩序，但
在客流高峰期根本无济于事，乘客见缝插
针地往车上挤，那个时候的春运，对于乘
客来说，仅仅是‘能回家’。”

陈光艳说，随着客运市场的规范和企
业文化的深入，乘客渐渐由“走得了”转变

为“走得快、走得好”。
2001年开始，聊城汽车总站将线路多

元化、人性化拓宽，同线路有了普通车和
快客班车或豪华班车的区分，直达线路也
让旅客出行更加快捷。2006年，聊城交运
购进200多部大巴车专门成立旅游车队，
而在春运期间，这些旅游车队则会变身为
春运车辆，随时服务春节期间的热门线
路，确保乘客能“走得快、走得好”。

“经历了20多个春运，之前每到春运，
总站都要提前安排，搭建棚子、腾会议室，
安置因为恶劣天气滞留或等候时间较长

的乘客，对一些超长途乘客，我们会采用
炖大锅菜、供馒头和开水等方式温暖旅
客。现在我们从旅客走得舒服出发，全方
位整合运力资源，乘客不但来了就能走，
而且能舒舒服服地走。与此同时，我们升
级服务，增设了爱心妈妈小屋和残疾人、
老年人专人引导等一系列更贴心的人性
化服务。”在陈光艳看来，虽然现在乘客的
出行方式有了更多选择，但公路客运在春
运中，始终担负着重要的保障作用，“我们
要不断升级服务，让乘客的春运回家路更
顺畅、更舒适、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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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走得了”变为“走得快、走得好”

王思佳在回家的高铁上王思佳在回家的高铁上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王思佳王思佳，，回家喽回家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