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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近日先后上
线学生和务工人员预约购票服务，符合
条件的旅客可通过专区预约购买 2025
年春运期间往返车票。12306上线的这
项服务功能，使用体验如何？新华社记
者采访了多地学生和务工人员。

常在北京海淀区送单的外卖小哥
孙溪灏，在休息之余，从手机上看到了
12306 预约购票功能上线的消息。他
告诉记者：“以前得定闹钟抢票，还担
心抢不到。这回我直接预约了一张明
年 1 月 20 日回江西新干的 K1453 次车
票，开车前 16 天会有短信通知。如果
预约没成功，按照正常预售期买票也
不迟。”

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居民
蔡淮墨的母亲在浙江省金华市务工，15
日蔡淮墨就帮母亲预约了2025年1月6
日回重庆的票。“母亲使用智能手机不熟
练，提前帮她预约，多一份安心。”蔡淮墨
说。

据铁路12306科创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2024年12月15日至2025年2月7
日，已通过实名制核验的务工人员可在铁
路12306手机客户端“务工人员春运预约
购票服务”专区，预约购买2024年12月31
日至2025年2月23日的火车票。为保障
预约服务平稳运行，12306团队在该服务
推出前提早进行准备，优化资源配置，做

好应急处置准备，保障用户体验流畅。
记者在一些地方火车站的售票窗口

看到，务工人员在车站工作人员的帮助
下预订车票。

“每个订单可添加1个乘车日期的5
个‘车次+席别’的组合，同一账户最多可
同时提交 3 个订单。”在厦门火车站，售
票员罗芳手把手教在厦门鞋厂打工的重
庆人黄正林在手机上预约购票。

成功提交了多个从厦门到重庆北的
车票预约组合后，罗芳叮嘱黄正林：“您
选择的票，17日系统就会发短信通知您
是否预约成功。如果成功了，记得17日
23点前完成支付，支付成功才算真正买
到票。”

“务工人员群体涉及范围比较广，铁
路部门主要通过 12306 大数据，安排务
工人员群体集中出行的部分车次、席别
提供预约服务，无需提供证明材料，已通
过实名制核验的务工人员如有需求，均
可使用预约购票服务，实际上是增加了
一种购票选择。”铁路12306科创中心相
关负责人说。

随着高校寒假临近，许多大学生也
开始规划返乡行程，通过 12306 手机客
户端预约车票。

针对学生群体，铁路 12306 手机客
户端推出了“学生预约购票专项服务”专
区。2024年12月12日至2025年2月12
日，符合条件的学生旅客可在专区预约
购买2024年12月28日至2025年2月28

日的火车票。
“终于不用再像之前一样卡点拼手

速，也减少了在第三方购票平台尝试开
会员急速抢票、好友助力等方式的困
扰。”中央财经大学大四学生杨璞玉说，
她提交了3个回河南漯河的待兑现预约
订单，回家的旅程又多了一份保障。

在江苏南京，河海大学大一学生朱
晏吾 16 日一早便预约了 2025 年 1 月 17
日回连云港的高铁票。“以前节假日要定
时抢票，现在可以预约，体验好多了。”朱
晏吾说。

在感受预约便利性的同时，一些务
工人员和学生也提出了更多期盼：

“现在务工人员只能预约部分车次，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车次可供选择。”

“希望进一步优化系统，提升预约成
功率，为旅客精准匹配车票资源。”

春运期间特别是高峰时段，在铁路
客流高度集中、极不均衡、单向流动等特
点的影响下，部分时段、部分车次火车票
供需矛盾突出的问题仍然存在。

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
部相关负责人介绍，铁路部门将及时分
析预约配票的情况，为合理配置运力提
供参考，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今年
除推出学生和务工人员预约购票这一服
务外，春运期间铁路部门还将联动企业、
地方人社部门开行务工人员专列，为重
点人群返乡、返岗提供便利。

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12306上线春运车票预约专区
学生和务工人员体验如何

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记
者 李国利 黄一宸）神舟十九号
航天员蔡旭哲、宋令东、王浩泽密
切协同，于 17 日完成首次出舱活
动，用时9小时，刷新了中国航天
员单次出舱活动时长纪录。

此前的纪录为约8.5小时，是
由神舟十八号航天员乘组创造
的。

神十九乘组这次出舱活动
中，航天员宋令东成为我国首位
进行出舱活动的“90 后”航天员。
截至目前，中国航天员已圆满完
成18次出舱活动。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介绍，按计划，神舟十九号载人飞
行任务期间还将实施人员和应用
载荷出舱活动，并开展大量科学
实验与技术试验。

神十九乘组刷新中国航天员
单次出舱活动时长纪录

▶12月 17日在北京航天飞
行控制中心拍摄的神舟十九号航
天员蔡旭哲（上）、宋令东（下）在
气闸舱舱门内外工作的画面。

新华社记者 李杰 摄

我国科学家建立生成式模型
为医学AI训练提供技术支持

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记者 魏
梦佳）记者从北京大学未来技术学院获
悉，北京大学与温州医科大学的研究团队
建立一种生成式多模态跨器官医学影像
基础模型（MINIM），可基于文本指令以
及多器官的多种成像方式，合成海量的高
质量医学影像数据，为医学影像大模型的
训练、精准医疗及个性化诊疗等提供有力
技术支持。该成果已于近期在国际权威
期刊《自然·医学》上在线发表。

医学影像大模型是利用深度学习和大
规模数据训练的AI通用模型，可自动分析
医学影像以辅助诊断和治疗规划。近年
来，研究者们开始探索使用生成式AI技术
合成医学影像数据，以此来扩充数据。

“目前公开的医学影像数据非常有
限，我们建立的生成式模型有望解决训练
数据不够的问题。”北京大学未来技术学
院助理研究员王劲卓说。

实验结果显示，MINIM 生成的合成
数据在医生主观评测指标和多项客观检
验标准方面达国际领先水平，在临床应用
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真实数据基础
上，使用 20 倍合成数据在眼科、胸科、脑
科和乳腺科的多个医学任务准确率平均
可提升12%至17%。

王劲卓表示，MINIM产生的合成数据
具有广泛应用前景，可单独作为训练集来
构建医学影像大模型，也可与真实数据结
合使用，提高模型在实际任务中的性能，推
动AI在医学和健康领域更广泛应用。目
前，在疾病诊断、医学报告生成和自监督学
习等关键领域，利用MINIM合成数据进
行训练已展现出显著的性能提升。

9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