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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早上8点25分，在成都东站中控室开完早会后，客运值班员张浩开启了一天的工作。从中控室走到成都东站东广
场，他需要自西向东穿过整个候车大厅，每经过一个检票口，他都能看到排起的长龙。候车大厅里人声鼎沸、人头攒动。

春运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结束，但看着眼前无尽的人流，张浩有一种还在春运期间的错觉：“客流量明显增加了，旅客数不比
春节期间少，人间烟火气又回来了。”

在成都东站候车大厅，多名旅客告诉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调整后，他们又将出行提上日程：有人
久违地忙碌起来，奔波在川渝云贵的出差路上；有人时隔3年再次远游，第一站定在湖南长沙的橘子洲头；有人刚刚看过九寨沟
的绚丽斑斓，又迫不及待奔向桂林山水的瑰丽奇秀……

出差、旅行、回家、务工……每天，人们从四面八方而来，往全国各地而去，以车站中转，社会开始流动。

春运“延长”了

作为客运值班员，张浩对客流回升的
感受最为直观。3月15日，他负责成都东
站东广场进站、安检区域的客运组织工
作：巡视验票设备工作状态，有异常就上
报维修；管理安检人员，对携带违禁品的
旅客进行解释；保持场地卫生和流线畅
通；解答旅客的各种问题……

“进站口区域不大，工作还是挺多的，
忙的时候要连续来回走动。”张浩说，当天
上午，他三四个小时都没空坐一下，工作
状态和春运时没有区别。

春运“延长”了，张浩总会有这样的
错觉。数据显示，春运结束后，成都东站
的客流并没有明显下降，周一到周五日
均旅客发送量在17万人次左右，周末则
超过20万人次，接近该站春运单日客流
最高峰。

不仅如此，相比春运较为单一的旅客
组成，现在的客流类型更加多样化：工作
日以出差、通勤客流为主，周末短途探
亲、出游客流明显增加，旅客发送量可提
高三成。

“客流增加了，我们的工作节奏更快
了，当然也会更累一点。”张浩说，不过心
里还是挺高兴的，因为人间烟火气又回来
了，看到大家都能回家过年，节后还能到
处游玩，真好。

久违的忙碌

上午8点40分，B13检票口，唐智强一家
三口正在候车。上午9点19分，他们将搭乘
G8607次“复兴号”动车组前往重庆。他此
行是为了工作，顺道看望岳父岳母。

“今年出差次数明显增多了，我肯定
高兴。”唐智强是一名医疗器械维护工程
师，入行7年，出差原本是他的工作常态：
平均每周去一次重庆，如果加上云贵地
区，每个月要出差10多次，几乎大半个月
都在外面跑。虽然奔波劳累，但他从不
抱怨：“出差量决定维修单量，直接和收
入挂钩，我当然希望多出差、多挣钱啊！”

然而，这样的常态在3年前被突然打
破。

来势汹汹的疫情，导致医疗器械原材
料上涨或供应不及时，造成的直接后果是
销售额下降，维修单量减少。“去年出差

次数是个位数，基本没挣到钱。”唐智强
说，过去3年，公司没开过一次年会，他不
清楚销售数据的变化，却由此真切感受到
落差。

直到今年年初，情况开始好转。
“我不记得这是今年第几次出差了，

前两个月，每个月10次肯定是有的。”唐智
强说，除了出差频率增加，出差的过程也
更加顺畅，重庆一般当天往返，到昆明、贵
阳也有直达动车，两三天就能搞定。

久违的忙碌，让唐智强充满干劲。今
年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多出差、多
挣钱，争取年收入增加50%。

重启出游计划

同样“蛰伏”3年而动的，还有63岁的
魏阿姨。不远处的B19检票口，她和老伴
正在排队检票。上午9点24分，他们将搭
乘G2191次动车组前往湖南长沙，开启为

期一周的旅行。
上午7点36分，两人在绵阳火车站坐

上动车，65分钟后抵达成都东站，站内换
乘只需四五分钟，不到9点就到了检票
口。“很方便，也很愉快。”出发顺利，魏阿
姨心情大好。

两人早已规划好一周的游览路线：岳
麓书院、橘子洲头、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大
学……返程还要去重庆“打一道”：“这次
要好好散散心。”

同一时间，卢明菊刚刚结束九寨沟散
心之旅，准备坐动车返回贵州。

卢明菊今年55岁，是贵阳市开阳县一
个舞团的主力队员。疫情之前，她每年都
要和团里的好姐妹相约出游，黄山、九华
山、华山……国内的名山大川，她已看过
不少。

“疫情期间我们只出去玩过一次，去
了陕西西安。”出游次数锐减，卢明菊的生
活也少了几分滋味。防疫措施优化调整
后，她立刻将旅行提上日程，第一站选择
了九寨沟，“真的很美，就是坐车有点累，
等动车开通后，我还来。”

刚刚完成这一次旅行，卢明菊已迫不
及待定好了下一次出行——3月下旬，目
的地广西桂林。未来，她将恢复每年两次
的出游计划：“想到什么地方 ，有机会就
去，看自己的经济实力，宽裕的话就走远
一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曹菲 邓景轩

实习生 钟欣瑶

春运“延长”，客流强劲回升……

人潮汹涌的候车大厅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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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客流正强劲复苏

出差、旅行、回家、务工……
多种客流在成都东站交织。如
今，从周一到周五，成都东站日
均发送旅客在17万人次左右，与
该站今年春运的日均客流持平。

防疫措施优化调整后，交通
客流的第一波增长是从春运开
始的。据成都车站统计，春运期
间全站发送旅客1017.7万人次，
比2022年同期增长36.1%；中国
铁路成都局发送旅客4158.4万
人次，比2019年同期增长3.1%，
总体客流量超过疫情前。

如果把视野扩展到交通全
域，今年春运，四川“空铁公水”
综合客运总量近8000万人次，
同比增长16.4%，铁路、民航运
量均超过疫情前水平。高速公
路出口总车流量11945.1万辆
次，较2022年春运增长7.4%，较
2019年春运增长26.1%；1月27
日（正月初六）全省高速车流达
到446万辆次，创历史新高。

值得一提的是，四川春节旅
游接待人数居全国第一，旅游收入
超过242亿元，恢复至2019年春节
的85%，旅游消费市场复苏回暖。

春运之后，交通客流继续维
持高位，特别是旅游客流出现报
复性反弹。成都车站2月客流数
据显示，周末旅客发送量比工作
日日均客流高3成，“高铁3小时
旅游圈”内的短途旅行客流成出
行主力，重庆、西安、乐山、绵阳、
宜宾等都是热门目的地。

天眼查数据显示，近年来，四
川铁路运输相关企业的注册数呈
增长趋势，特别是2022年，新增企
业数已达到2018年的两倍。

“客流的明显回升，表明经过
3年疫情后，我国经济开始走向全
面恢复。”西南交通大学区域经济
与城市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戴宾说，商务流的正常回归将推
动经济加快复苏，旅游流的快速
增长则更有可能促进旅游业的率
先恢复，甚至再创新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曹菲邓景轩 实习生 钟欣瑶

成都东站候车大厅里人头攒动。成都车站供图

春运结束后，成都东站的客流并没有
明显下降。 成都车站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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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铁路运输相关企业
年度新增数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