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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吴冰清于婷 摄影 杨涛

清早的阳光穿过玻璃幕墙，照在IFS
努力爬墙的“大熊猫”背影上时，熊猫直
通车司机黄沂开启了新一天的忙碌。

这个春天，和气温一同按下“快进
键”的，还有景区、商圈、交通枢纽涌动的
人流车流。

戴着熊猫头饰追随“顶流”花花的游
客、拖着行李箱行色匆匆的旅人……成
都市中心地标IFS的“大熊猫屁股”下面，
许久不见的景象回来啦。

全国各地来蓉旅客排起候车长队，
他们的身影融进城市脉络中，实现着与
春暖花开的双向奔赴。

熊猫直通车司机黄沂：
闹热的生活，有奔头

3月10日上午9点，红星路步行街
IFS“大熊猫屁股”下面，一辆熊猫直通
车即将发车，车上47个座位坐得满满当
当。站台上，等候乘车的乘客排起了长
龙。“坐不上的坐下一辆，10分钟就发车
了。”顺着黄沂手指的方向，另一辆熊猫
直通车已经就位。

黄沂是该线路的驾驶员，是个土生
土长的成都人。过去三年，感受过城市

“冷清”一面的他，更加珍惜眼前的闹
热。“那时一天跑两趟，几乎没什么乘
客。”班车站站停，但鲜有乘客上下车，如
今，就在始发站，车内游客已满员。

10日当天，由于黄沂车内乘客的目
的地都是熊猫基地，他也按照要求，灵活
地调整了线路，舍弃了宽窄巷子、文殊院
等中途站点，从春熙路直达熊猫基地。
这样的调整，对黄沂来说也轻松不少：

“高峰期骡马市、市三医院那里特别堵，
直达的话可以避开。”即便如此，这趟行
程还是比疫情期间多花了近10分钟。

满满的一车游客在终点站——成都
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下车后，黄沂的忙
碌才刚刚开始，“去熊猫基地的高峰从早
上8点就开始了，返程高峰从下午2点一
直持续到6点。”

对于黄沂来说，乘客的多与少，跟收
入并不直接挂钩，但他却格外喜欢眼前
的这番热闹。“看着满车的乘客，给他们
推荐成都好耍的、好吃的，我觉得很有意
思。”在这个热情又开朗的老成都人心
中，闹热的生活，才有奔头。

东北游客祝女士：
一拖再拖的四川游，终于奔现

即便路上拥堵了不少，车上乘客的
心却很舒畅。

“3年前就准备好的成都攻略，终于

可以派上用场了。”坐在黄沂的车上，从
东北来成都游玩的祝女士难掩兴奋，曾
经一拖再拖的旅行，如今终于可以说走
就走。

戴着熊猫发箍的妙妙和姐姐一路聊
天，4岁的她并不知道这场旅行的意
义。这是她人生的第一次旅行，今年，妈
妈还计划带着她自驾去一趟西藏，“现在
出行方便了，可以多出去走走。”

10日上午9点40分，当车辆稳稳停
靠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西门的车
站，车上的乘客们有说有笑地下了车，期
待着与大熊猫界“顶流”花花的“奔现”。

新机场大巴驾驶员杨聪：
流动的面孔，带来踏实的忙碌

去年底，杨聪换了新工作。当时，开
旅游大巴的他，已半年没跑车了。车停
在停车场里，人待在家里，就拿着基本工
资，杨聪的心情从最开始的闲适，到逐渐
焦虑。“总要另找出路。”拥有一技之长的
他，在去年底成为天府国际机场专线1
号线的一名驾驶员。

刚到新岗位，杨聪的心里还是没
底。安静的车厢带来的“孤独感”，让他
不适应，也让他更怀念热闹，“热热闹闹，
才能红红火火嘛”。

仿佛一夜间，这种“孤独感”消失了。
3月10日上午9点，杨聪驾驶的天府

国际机场专线1号线车辆从春熙路出
发，在成都东客站上客后，车内已座无虚
席。没有座位的乘客，只能等待15分钟
后的下一趟车。

从八方而来，又要奔赴各地的乘客，
为车厢点亮了流动的色彩。

新疆的文先生和妻子刚结束了成都
的两天之旅。他们将前往安徽，随后还
要去广州和马来西亚。这是两人疫情防
控政策调整后的第一次旅行，也是迟来
的蜜月旅行。

上海的文先生低头处理着手头的项
目。做国际教育的他，终于完成了搁浅
半年的计划，来成都拜访了客户。今年，
他往来成都将更加频繁。

北京的李女士则是首次来成都出
差。在成都商场里交流学习，在大源中
央公园、镗钯街的小店里找灵感，这趟成
都行让她“收获很大”。

这些故事，与杨聪“擦肩而过”。在
驾驶室这方小天地里，他也有自己的小
确幸：车上的人多起来了，路上的车多起
来了，路边的景也多起来了，虽然早晚高
峰让驾驶不再那么顺畅，但他的心却感
到踏实。

从车等人到人等车

成都熊猫爬墙下，游客长队排起来

成都，
复苏在春天里

记者了解到——
当前熊猫基地旅游观光

线（1条直通车+2条地铁接驳
线）日均150-200班，较疫情期
间增长42.7%。

春运期间，熊猫基地旅
游观光线日均载客8880人次，
目前日均5000人次，较疫情结
束前日均增长高达101%。

天府机场专线的客流量
也 在 全 面 恢 复 ，目 前 日 均
100-120班，较疫情期间日均
增长30%。日均载客3400人，较
疫情期间日均增长高达148%。

相比这些数据，天府机场
专线调度工作人员袁雨薇对

“忙碌”则有更具体的感受。
“下午4点到凌晨，都是高

峰期，尤其是晚上11点地铁停
运后，是客流量最大的时候。”
在天府机场专线干调度两年，
袁雨薇亲身体验了“从等人发
车到提前发车”的转变。

机场专线是固定班次+
滚动发车，至少30分钟要发
一班车。“疫情期间，航班少，
客流也少，基本都是等人坐
车，等到30分钟，坐不满也发
车，空车的情况也有。”袁雨
薇说，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调
整，今年，她经历了真正意义
的春运。

天府机场的机场专线候车
点里，排队的乘客多了起来，车
等人，变成了人等车，“只要人
一坐满，就发车，提前发车成了
常态。”

乘客流动起来，袁雨薇也
忙碌起来。一边忙着协调驾驶
员，一边帮着工作人员售票，还
要回答乘客们的咨询，这样的
忙碌一直要持续到凌晨3点，最
后一趟航班的所有乘客都坐车
离开后。

对于黄沂、杨聪、袁雨薇等
人来说，“忙碌”与其说是“变
化”，不如说是“复苏”——工作
节奏的复苏，城市的复苏，旅游
行业的复苏，在这个气温一路
高歌的春天里。

在春熙路排队坐车去看大熊猫的小
朋友。

天府国际机场机场专线上车点排
队买票的乘客。

成都红星路步行街熊猫直通车前排起长队等待坐车去看大熊猫的游客。

数据向上，四川向前。外贸、物流、工业、会展、交通……各行各业正在积蓄发展力量，细微之处透出经济回暖迹
象。2023年伊始，一幅复苏图景由此铺开，述说着四川热腾腾的烟火气。

即日起，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正式推出“蜀地烟火气”系列报道，十路记者走进工厂、车站、餐馆、景点、仓储
等基层一线……以真实可感的数据变化，用蓬勃生机的百业故事，观经济脉搏，展现复苏新气象。

进百行观百业 数读蜀地烟火气｜开栏语｜

07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2023年3月15日 星期三 责编杨弘农 版式詹红霞 总检张浩四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