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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赵同学从报纸上看到，南昌铁路分局于 1996 年 8 月

从上海铁路局划出，成为当时铁道部少有的直管站段的一个铁

路局。他不清楚这事是否与沪宁高速公路开通有关，但想着自

己家乡江西尚未进入高速公路时代，“独立经营”后的南昌铁

路局暂时不会受到沪宁高速公路开通的巨大冲击，总体上路局

经营业绩应该是盈利状态，自己毕业后也许还可以“舒坦”几年。

如今回看，赵先生的职业生涯确实从“舒坦”起步——上

班没太多工作要做，工资水平超过当地平均线不少。可不久，

江西的铁路单位也经历了高速公路长途大巴的冲击。只不过，

这样的冲击并不如沪宁线那般剧烈——毕竟，打工潮催生出的

春运潮，一个大浪打将过来，令高速大巴和铁路都能“吃得饱饱”

的。赵先生考取了司机证，之后又考取了高铁“驾照”。如今

的赵先生自称，随着中国铁路的高速发展，自己的工作早已不

如年轻时舒坦，高铁司机交路紧，往往顾不上家，各种辛苦——

尽管收入增长较其他岗位为高。作为家里的顶梁柱，赵先生对

自己的工作状态还是相当满意的。

对于青山客运站的值班站长裘小燕来说，感触与赵先生就

很不相同了。1993 年，裘小燕从南昌市高级技工学校毕业，分

配到隶属于江西长运的南昌长途汽车站，从行车员做到售票员，

再进入站务组工作。“那时候一个月工资才 160 多元，但拿到

手里就感觉开心得不得了。”裘小燕说，“2011 年，江西长运

决定成立青山客运站，按照国家二级客运站标准建造。我也被

调到青山客运站从事值班站长工作。即使现在看，我们已经属

于江西都市城际公交有限公司的青山客运站，看上去仍然是个

较为现代化的客站，就这么停运了，心里失落落的。”

与裘小燕类似，心里感觉失落落的长途客运站职工，不在少

数。8 月 24 日，交通运输部例行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运输服

务司副司长韩敬华对外表示——“汽车客运站是提供道路客运服

务的重要基础设施，长期以来在服务保障公众出行中发挥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受公众出行习惯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客

运站客流大幅下滑，设施利用效率明显降低，转型发展需求迫切。”

此前，8 月 2 日，交通运输部联合十部门发布《关于加快推进汽

车客运站转型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以推动新形

势下道路客运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引领行业转型升级。

曾红极一时的网运分离模式

梳理长途客运系统，会发现其与目前绝大多数国内城市的

公共交通系统在运营方式上是不同的。

既有的长途客运系统与民航运输系统有类似之处，也就是

在运营模式上以网运分离为主。比如长途客运系统的各车站，

无论国有还是民营，目前许多已经不保留车队。当然，同时拥

有站、车的客运公司也曾经是一时的时髦。 “那时候没有电脑，

我们是手拿纸质表格卖票，卖一张票，就在表格上划一格。”

有上世纪 90 年代入行的客运站工作人员告诉《新民周刊》记者，

“卖票有卖票的讲究，按照方向来区分，一个窗口专门卖江苏

方向，另一个窗口专门卖浙江方向。” 2005 年 12 月 10 日，随

着上海南站交通枢纽的竣工，上海客运南站开通运行。开通运

行前，记者曾进入南站枢纽采访，当时的感觉是——客运南站

内部堪比许多航站楼。开通运营以后，果然有媒体报道称，长

途客运南站在运营模式上也类似航站楼——符合要求、符合程

序的各公司长途班车都能进站载客。而这也逐步成为中国不少

1999年 2月，当年的春运启动，长途大巴起到重要作用。摄影 /陶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