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从上海市交通委获

悉，截至 3 月 30 日，上海交
通行业从业人员已完成疫苗

接种 259672人。昨天下午 1

时 30分，普陀区宁川路临时

疫苗集中接种点又有人排
队，当天前来接种的是久事

公交巴士四公司的 300 名员
工，他们中大多数人是来自

一线的司售人员和线下辅助
人员。

图为巴士员工正在接种

疫苗
本报记者 任天宝 徐程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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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小长假，“补偿式出游”来了
积压热情得到释放 出游人次有望上亿

    “就地过年”后迎来了首个清

明小长假，积压已久的旅行热情得

到释放，“补偿式返乡”“补偿式出
游”成为强劲新需求。沪上多家旅

游企业预订大数据显示，清明小长
假的出游人次有望恢复至2019年

同期水平，有望达到1亿人次。

出游半径缩小
乡村民宿火爆
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游客的

旅游消费习惯发生着变化：出境游

转为国内游，跨省游转变为周边
游。伴随出游半径缩小，以本地游、

近郊游为主的出游方式，大量拉动
了城市周边的乡村民宿发展。个性

化、高品质、独栋私密的乡村民宿，

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欢迎，久违的
“抢房大战”重新上演。

据途家民宿预订大数据显示，
家庭游和多人出行是主流，两居

室、精品客栈、复式房型、独栋别墅

等更受用户青睐；民宿提前预订量
较去年同期暴增超35倍，乡村旅游

目的地表现抢眼，乡村民宿提前订

单量占总预订量超过60%；民宿平
均客单价为941元，较去年同期平

均住宿价格增长约240%。值得一
提的是，周边既有传统旅游景点又

有民俗体验，还可以户外活动或体

验采摘的乡村民宿被“抢订”一空，
比如德清莫干山、淳安千岛湖等地

网红民宿。

红色旅游地标
吸引年轻一代
建党百年，红色旅游备受关

注。清明小长假，热门目的地的红色

旅游核心景区或场馆纷纷成为当地
的“网红打卡地”，例如，上海中共一

大会址、北京天安门广场等，成为吸
引游客的重要旅游地标。同程旅行

的机票大数据显示，近期，前往红色

目的地的航段占比较2019年提升了
4个百分点。按机票航段预订量排

序，上海位居全国第一。
假期期间，热门红色旅游景

区、场馆对于当地住宿及文旅消费
的带动效应正在逐步显现。清明小

长假期间，上海、遵义、井冈山等红
色旅游的目的地、周边酒店搜索量

和预订量明显高于其他区域。
同时，年轻人逐渐成为红色旅

游的核心消费人群，由此推动了供
给端的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一些

主打红色旅游的目的地围绕红色
文化主题，结合年轻一代的需求特

征推出了诸如红色新文创、数字红

色旅游、红色文化主题酒店、主题

餐食等等，极大地促进了红色旅游
市场的繁荣和红色精神的传承。

举家踏青赏花
酒店预订喜人
防疫不放松，安心、安全依然

为消费者选择酒店时的首要考虑

因素。4月2日起，部分游客陆续选
择出游。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选择

另一种“轻度假”方式：不远的距
离，不多的时间，不大的消耗。华住

集团的大数据可以看出，在上海及

周边城市的热门景区周边，部分高
品质酒店家庭房出现“一房难求”，

清明假期期间入住率有望恢复至
2019年同期水平。

无独有偶。携程酒店预订大数
据显示，酒店市场复苏形势喜人。

上海、南京、苏州等城市更受消费

青睐。以“?青”“赏花”为基础的本
地游、周边游需求在小长假期间继

续引领“酒店度假”趋势。
清明小长假只有三天假期，大

部分游客选择周边游，业内人士预

测出游人次有望达到1亿，恢复至
2019年同期水平。“五一”假期将放

假调休5天，有望迎来今年第一个
旅游客流高峰。本报记者 杨玉红

    ?报讯 （记者 金志刚）铁路

清明小长假运输从明天开启，持续
至 4月 5日，共计 4天，上海地区预

计发送旅客 150万人次，客流恢复
至疫情前同期 87.4%，将创今年疫

情有效控制后新高；客流最高峰预
计出现在 4月 3日，当日上海地区

发送旅客将超 50万人次。

近期江南地区气温上升明显，
各地景点花卉盛开、春意盎然。在

清明小长假“扫墓+?青”模式带动
下，市民出游热情集中释放，过去

两个周末，铁路上海地区客流逐渐
攀升。去年沪苏通、盐通、连镇、徐

连高铁等新线开通，为江苏多个旅
游城市“疏通了经脉”，加上江苏、

浙江、安徽的多个城市开展春季旅
游推广活动，对今年的清明客流有

较大助力。
在长三角范围，铁路清明客流

以旅游流、探亲流、扫墓流为主，京
沪、沪宁、沪杭、甬温、杭黄、宁安、合

福、合安、连镇、沪苏通、徐连等高铁
线客流较日常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小长假期间，长三角铁路日均客发

量将超过 260万人次；预计客发量
最高日为 4月 3日，发送旅客将超

过 300万人次。

长三角铁路计划增开 55对旅
客列车满足旅客出行需要，预计清

明小长假期间长三角日均开行旅客
列车 1300列以上，其中动车组列车

超过 1100列。上海地区将安排加开
直通旅客列车 3对，在管内图定 10

对高峰线、春游 4对临客线的基础

上，另安排增开管内旅客列车 19

对，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每天早

晚客流高峰时段，上海至苏州、南
京、合肥间高铁列车密集开行。

客流将迎来高峰，疫情防控更
需落实落细。长三角铁路各大客运

车站将进一步优化测温、验码流
程，加强常规防疫措施的落实，实

现体温测量率、规范口罩佩戴率、
发热移交处置率“三个 100%”的目

标，同时落实常态化消毒通风措施，
保持公共场所温度适宜、空气新鲜、

环境整洁。

    ?报讯 （记者

王军）前天，本报刊
发《揪心！2岁 8个月

女童 10 楼坠落 暖
心！邻居宝妈接力爱

心捐助》的报道，讲述
了宝山区霄云湾公寓

一名 2岁 8个月的女

童鸾鸾从 10 层高楼
坠落，伤势危急：多发

性骨折、多脏器损伤、
颅内出血！30万元至

50 万元的治疗费用
让月收入仅 7000 元

的家庭雪上加霜。报
道刊出后，不少市民

读者纷纷爱心捐助，新增捐款已超
12万元，他们真心希望能帮助女童

渡过难关。
记者从鸾鸾的父母处得知，女

童目前仍在新华医院 ICU，情况稍
有好转，虽说已撤掉了呼吸机，但全

身仍有多处脏器损伤，消化道症状
略为严重，需要营养液输入。颅内仍

有出血，但目前只能采取保守治疗，
骨折情况还有待条件成熟后由专科

医生会诊。
鸾鸾的遭遇在新民晚报官方微

信、官方微博、新民 App 等各融媒
体端发布后，市民读者纷纷留言，一

方面强调不能疏忽对孩子的照顾监
护，尤其不能让幼童单独留在家中，

不让悲剧重演；另一方面希望孩子

脱离生命危险，早日康复。同时，不
少好心人为收入有限、经济拮据的

女孩家庭捐款。报道发出后的短短
两天里，新增爱心捐款已超 12万

元。女童的父母希望通过本报再三
向关心孩子的爱心人士致谢，对他

们的“救命之恩”表示万分感激。鸾
鸾的父母说，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

盼着孩子能好好活下来，将大家的
爱心传递下去。

铁路清明小长假运输明天开启

客流最高峰预计在4?3?

上海交通行业
完成疫苗接种

坠
楼
小
女
孩
让
人
牵
挂

新
增
捐
款
已
超

万
元

12

新闻追踪

259672人

    “马路低头族”，你是其中一

员吗？

浙江省疾控中心与全球儿童

安全组织（中国）近日联合发布的
《青少年步行使用电子设备分心现

状（浙江）》报告显示，15.33%拥有
手机的中学生会边走路边发消息。

相比之下，成年人边走路边看

手机的也不少。

边走路边看手机，最让人担忧
的，自然是安全。 往轻的说，你边走

路边“低头”时，有没有过差点撞到
路人或电线杆之类物体的经历？ 往

重的说，因为“低头”遭遇生命风险

的，有不少触目惊心的案例：有人乘

地铁时，因为醉心于看手机，竟然径
直走下站台，跌至轨道，所幸被地铁

工作人员及时发现、拉上站台；有人
走路玩手机，不慎踩空，滚落三十多

级台阶； 有人边看手机边在河边散
步，结果掉进河中，再也没上来……

有时，当“马路低头族”未必是

手机诱惑太大，也可能是一种被动
行为。 比如，对于上述报告中提到

的中学生边走路边发消息，有关人
士解读，原因之一是不想在社交媒

体中因为缺席或延迟回复，而被社
交团体忽视。 也有上班族表示，因

为需要处理大量往来邮件，不得不

盯着手机。

无论如何，专注于手机，对身

边状况就会不够留神。除了人身安
全隐患，近年来，针对“低头族”实

施的盗窃、抢夺案件，也时有发生，

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专门针对“低

头族”的新型碰瓷诈骗。 长期低头

看手机，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也不容
忽视，比如会引起颈椎问题。“马路

低头族” 的称呼不只是调侃而已，

更是已经出现在成年人和未成年

人中的一种不良习惯，如果不加以
警惕，减少对手机的依赖，对自身

和他人都会带来安全风险。

放下手机，好好走路，不当“马
路低头族”，应成为社会共识。在这

方面，更多的是靠自律，但也已经
有一些地方通过立法规定，“过马

路看手机”可能被处罚。 这恐怕是
因为，相比一般的“马路低头族”，

“过马路看手机” 更容易影响车辆

行人通行， 也更容易引发交通事
故。 开车看手机会被罚，走路看手

机要不要管？怎么管？不妨充分讨
论。当然，无论如何，都应该广泛提

醒“低头”的危害，积极倡导不当
“马路低头族”。

今日论语 放下手机，不当“马路低头族”
纪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