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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铁路春运自 1月 10日开始，2月

18日结束，共 40天，节前 15天，节后 25天。
今天，旅客可以购买春运首日即 2020年 1月

10日的火车票。

铁路售票、互联网 （냼삨 “쳺슷 12306”

App）和电话订票的预售期为 30天（몬떱죕，

쿂춬），市内代售点为 28天，车站售票窗口和
自动售票机则更短，因此旅客想要第一时间

抢到最热门的车票，只能选择互联网 （냼삨
“쳺슷 12306?App）和电话订票。

而抢票的“准备工作”必不可少，应该提
前查询好车次、将乘车人信息添加到“常用联

系人”里、设置好支付渠道等，这样一旦开抢
火车票，才能以最快的速度“上阵”。

为了降低 12306网站在购票高峰的瞬间

压力，全国各火车站的新票开售时间是错开
的，所以要特别提醒旅客，查询好自己要乘坐

的车次和始发车站后，要根据不同火车站的
开售时间去抢票，比如上海三大火车站的开

售时间为：上海虹桥站 13：30，上海站 14：30，
上海南站 15：30。举个例子，今天要买 2020年

1月 10日春运首日上海到北京的车票，如果

你想买 G106次（짏몣뫧쟅햾쪼랢），新票起售

时间是 13:30；如果你想买 G6次 （짏몣햾쪼
랢），新票起售时间是 14:30。

2019 年 12 月 30 日零时起，全国铁路
实施年底大调图，一些新线将开通运营，这

对于 2020年春运也是一大利好。例如，中国

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将新增南到福建

厦门，东达山东威海等沿海临江城市的 5对
动车组列车，其中包括兰州西—上海虹桥

G3166/5G3182/1次 2对。此外，铁路部门会
按需求增开大量春运临客。调图后的新增

列车及春运临客的车票，绝大多数已上线
发售。

需要提醒旅客的是，第一时间没有抢到

票，后面的日期可以不定时去刷刷 12306，可

能还会有新票（냼삨탂퓶쇐뎵、뇰죋뗄췋욱뗈
뗈），尤其要运用好“候补购票”功能，2020年

春运候补购票服务由部分旅客列车推广至所
有旅客列车，旅客使用该功能，等于系统“为

你守候、为你第一时间抢新放出来的车票”。

预备， ！春运火车票今开售
春运 40载：买票从现场“闹哄哄”变成网上“热腾腾”

本报记者

金志刚

    2020年春运，电子客票将更普及。国铁集

团表示，将扩大既有高铁干线和城际铁路电
子客票应用范围，新建高铁线路随开通运营

同步实施电子客票，实现电子客票在全国高
铁线路的基本覆盖。

有的旅客一听说电子客票的“电子”二
字，就有点担心“自己不会搞”。其实，完全不

必担心，就购票环节而言，实行电子客票后与

之前完全没有变化；乘车环节，如果是 G字
头、D字头列车，就不需要取纸质票，直接刷

身份证进站、乘车、出站；如果是其他普速列
车，还是要换取纸质车票再去乘车的。

虽说已经“进化”到电子客票了，但现阶
段依然可以打印“两张纸”：一张叫“购票信息

单”，有点像购物小票，是薄薄的白纸，上面打
印有车次、席位、乘车时间、检票口等信息，它

既不能作为乘车凭证，也不能充当报销凭证；
另一张叫“报销凭证”，虽然跟纸质车票“长得

很像”，但并非乘车凭证，也无车厢席位信息，
注有“仅供报销使用”字样。

为什么还要“保留”这“两张纸”呢？购票
信息单是为了方便老人等对网络、手机等使

用不多的旅客掌握相关信息，而熟悉互联网
的旅客完全可以通过在 12306账户订单内查

询，或者查看手机短信、微信或邮件等，来掌
握电子客票的相关信息。报销凭证则完全是

为了给需要报销的旅客做报销凭证而已。
有的旅客提出：可以“废除”购票信息单，

直接在报销凭证上打印车厢席位信息，既可

以看信息，也可以作为报销凭证，岂不省事？

这就要说到铁路的“良苦用心”了。现在的报
销凭证不再打印车厢席位信息，就是要提倡

或“倒逼”旅客“不报销就不打印”，尽可能把
乘车信息发到手机上，没有手机或不习惯看

手机，也可以打印成本更低的购票信息单。如
果在报销凭证上显示座位信息，就跟之前的

纸质车票没有什么区别了，“等于回到了电子

客票时代之前”，大概率就是很多人还是去打

印报销凭证，而不管要不要报销，造成电子客
票推行起来更难。

从环保考虑，我们还是应该提倡“购票信
息单可打可不打就不打印”“不报销就不打印

报销凭证”，以实际行动支持绿色发展。而未
来的发展趋势，则是“完全的电子化”，报销凭

证也会被取消，变成电子发票。

2019年进入尾声，一年一度的春运即将拉开大
幕。 今天起，2020年春运首日火车票正式开抢。

如果时光倒退 40年，来到“春运”这个词第一
次出现在报章的 1980年，春运给人最深的记忆可
能是绿皮车，也许“咣当咣当”几天几夜才能吃上
老妈亲手做的那碗面；如果倒退 10年，春运购票

还停留在火车站大排长队， 上海那时还会组织临
时的“火车票大卖场”……好在，我们已经来到了
2019年末，因为互联网（手机）购票的极大普及，

春运“抢票战”中，早已不见人山人海的排队场景，

一切都似乎变得“静悄悄”。 但，平静背后，新变化
层出不穷。

买了电子票，还要打印“两张纸”吗？

手速慢的，不妨试试“候补购票”功能

解惑

攻略

“一票难求”少了
昨天，国铁集团公布了 2020年春运的总

体安排，在 40天的春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

发送旅客 4.4亿人次，同比增加 3257 万人
次，增长 8.0%。这串数字意味着什么呢？虽然

现在交通运输部还没有公布其他交通工具的
客流预计，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春运跨省运输

中，铁路依然将占据“大头”。

计算可知，铁路在 2020年春运期间，日
均发送旅客 1100万人次；而根据铁路的运力

安排，节前日运输能力达到 1010万人，节后
日运输能力达到 1043万人。也就是说，铁路

运力是基本达到需求的，问题是春运客流节
前节后基本都是单向流动，同时在一些热门

日期、热门方向上客流集中，所以才会造成一
些春运火车票“依然靠抢”的窘境。

铁路上海站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

随着运力不断增加，“一票难求”的情况已
经大大减少，“即便在一些热门日期、热门

方向上，不说九成能顺利买到票，七八成总
是有的。”买不到车票的人怎么办？近年来

春运回家方式多样化也已渐成气候，除了
越来越多的人坐飞机、长途汽车在“托底”

之外，自驾返乡、顺风车拼车回家等新方式

也方兴未艾。

“时空距离”短了
把蛇皮袋从绿皮车的车窗往上塞、在

车厢连接处铺一张报纸坐着⋯⋯这样的

“春运印象”正在减少、甚至远去，因为高铁
越开越多。

国铁集团的数据表明，至 2019年底，全
国铁路营业里程将达到 13.9万公里，其中高

铁 3.5万公里，中国铁路拥有世界上最现代

化的铁路网和最发达的高铁网。尤其是春运
前全国范围内一大批高铁新线陆续开通运

营，中国“八纵八横”高铁网越织越密，将极大
提升 2020年春运运输能力。

2020年春运，全国动车组（GD뎵）比例
将达到 63%以上。在上海，这一比例将更高，

有望突破 80%，也就是说，10个坐火车的人
中有 8个坐的是高铁、动车。而高铁给春运带
来的，是与家的“时空距离”极大压缩，比如今
年 12月 1日，京港高铁商合段、郑阜高铁正

式开通运营，上海到南阳、亳州、阜阳、界首首
通高铁，用时均比以前最快的列车减少一半

左右；高铁也使旅途的舒适性大大提高，其中
显著的一点是高铁严格控制无座票，坐火车

当然惬意多了。

春节返乡晚了
高铁的增多也有“副作用”，就是人们

回家的日期越来越临近春节，不再像以前

那样要几天几夜才能回到家，索性将归期
往后挪，这也造成了春运绝对高峰日的“人

多、车挤”。

所以，需要提醒旅客的是，最好提前规
划出行日期，尽量避开出行高峰期，抢到春

运火车票的几率就更大一点，返乡旅途也舒

适一些。2020年 1月 22日（산퓂뛾쪮냋）、1

月 23日（산퓂뛾쪮뻅）为出行高峰期，火车
票起售时间为 2019年 12月 24日和 25日；

2020年 1月 29日（헽퓂돵컥）和 1月 30 日

（헽퓂돵쇹）将迎第一波节后返程高峰，返程
抢票日期为 2019年 12月 31日和 2020年 1

月 1日。
尤其是四川、安徽、武汉等方向，历年来

春运客流都是非常高的，这些方向的旅客，如
果能早点返乡就早做安排，因为越临近春节，

这些方向的火车票就越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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