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本报讯 今年春运已经启动一
周，大批旅客踏上返乡之路，青年
报记者昨天实地体验虹桥枢纽“春
运”，感受迎来送往的便捷与不足。

为期40天的2024年春运已
过一周，虹桥枢纽预计到发总量
2200万人次，占全市对外交通总
量的52%，日均到发客流55万人
次，同比2023年增长40%，较2019
年同期增长12%。

昨天下午，记者进入虹桥火
车站时，门口一个个蓝色的临时
大棚为旅客遮风挡雨，清洁工实
时清扫地面，给乘客一个干净整
洁的候车环境。

走进大厅，地面、墙面、抬头
悬挂的所有的标记都一目了然写
得明明白白：往上的自动扶梯是
乘坐高铁的，往下的自动扶梯是
乘坐地铁的，移动栏杆对乘坐高

铁和地铁的乘客进行了分流，所
以，客流虽大，但秩序井然，一旁
的特保随时待命。

往下进入B1层，“地铁进站
口”的蓝色指示牌非常醒目，蛇形
通道机动灵活可以调节，乘客少
的时候可以不用绕来绕去，直达
安检口。记者只用了不到5分钟，
便乘上了通往市区的2号线。

但是记者离站时，却出现了
“选择困难”，出地铁闸机后，指示
牌不如进站时多且显著，只有地
贴提示，到底是向左还是向右？
其实，向左向右都可以出站，但是
向右的购物通道让记者有所迟
疑，往上的自动扶梯也没有明确
标记出站，只提示了高铁出发层，
让记者再度迟疑，最终兜兜转转
了十几分钟，在询问了多名工作
人员后方才出站。

记者获悉，闵行区将协调配
备180名特保、18名交通执法力

量、16名城管执法力量，每日驻扎
虹桥枢纽强化现场秩序维护，并
组织培训500多名志愿者分布在
枢纽各核心重点区域，为乘客提

供现场咨询指引。地产虹桥加强
各关键点位管理力量，每日定点
定岗部署落实总计约400人，并
储备30人应急力量机动配置。

春运已一周，记者体验虹桥枢纽“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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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评

□青年报评论员 陈宏
春节假期已经加速跑到你

眼前了，在外求学打拼的年轻

人，今年，你打算回家过年吗？

问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

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在大部分人

归心似箭的同时，也有不少年轻

朋友开始选择——不回家过年，

还有一些，则选择了提前回家点

个卯，看望一下家人，就立马“逃

离”家乡，返回自己熟悉但可能会

感觉孤独的大城市。

不回家或者不在家过年的理

由，有千千万。有人想多赚点钱，

有人是觉得没混出个人样，无颜

见家乡父老，当然，更多的人是觉

得，过年也只是走亲访友，应酬太

多，算无效社交。他们很坦率地

说：人，应该活得自我一些，让自

己舒坦才最重要，不需要被七大

姑八大姨绑架。

我们当然理解所有的不同选

择。价值观的不同，决定了每个

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

利。但都说这一届的年轻人“听

劝”，我也想劝这些决定不返家的

年轻人一句：面子问题，社交无用

论，还是别用在春节吧。

春节只是个仪式。仪式有用

吗？它当然是没实际作用的，但

它维系着人类最宝贵的情感。人

类文明进步的关键之一，在于仪

式感，它让我们区别于这个星球

上其它的生物。爸妈的唠叨，亲

友间的寒暄，都是人类情感的映

射。这一切无用的东西，事实上

在你的身边，垒起了一道防护墙，

让你不会有孤立于天地之间的空

洞感。

常常有人说，如今年味越来

越 淡 ，这 年 过 得 越 来 越 没 意

思。剖析这些话的深层逻辑，

你会惊觉：原来，我们丧失了太

多的“无用”仪式感。曾经让我

们觉得热闹有趣的“年味”，其

实正是我们的前人，为这几个

特别的日子，放下了功利心，认

认真真去做一些我们现在看来

“不值得做”的事，他们还会发

动全家人甚至亲朋好友一起参

与，共同完成一项复杂、繁琐且

无用的“任务”。

是的，就是参与。每个时代

有每个时代的流行，每个时代也

应该有每个时代的仪式感。总把

新桃换旧符，并非从远古就有，只

有共同参与新的仪式感的塑造，

才能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丰富

这古老的文明，从而丰盈自己的

精神世界。

你打拼的意义，绝不是为了

让自己孤僻；你活得自我的诉

求，也绝不应该站在责任的对立

面。一年到头都活得自我，年终

了跟家人亲友提供点“情绪价

值”，并不会让你吃什么亏。摒

除心中的壁垒，抛开所谓现代都

市青年的成见，彻底放松自己，

和二婶三姨四大爷嗑嗑瓜子斗

斗嘴，磕头拜年打麻将，过一个

欢乐团圆的春节，你或许会发

现，你的身心俱疲、你的精神内

耗，能不治而愈。这个年，也并

非那么难过；这滚滚红尘，也自

有值得热爱之处。

回家过年吧，年轻人！

青年报实习生 蒋佳依
记者 丁文佳
通讯员 彭丁巍

本报讯 在对新春团圆的期
盼里，在故乡遥远的呼唤中，一幅
热热闹闹、忙中有序的回乡画卷
正在全国各地铺展。2024年春运
正在进行，铁路上海站人头攒
动。在拥挤如潮的客流里，是悄
然升起的暖意。

前不久，由团市委主办的“团
团暖‘新’”集中行动在闵行区新
时代建设者管理者之家启动，各
团区委积极响应号召，火热开展
行动，共同为“两企三新”青年提
供优质实在的服务。活动重点聚
焦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及
其子女，向大家传递党对群众生
活、对新兴青年的关心关爱，深入
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目前已累计
服务10万余人次。

“我们在上海很幸福。”作为
参加“团团暖‘新’”活动的青年
代表，自媒体人姚振家体验了多
方面的政策咨询、法律和心理援
助服务，也切身感受到了上海这
座城市的温度。身兼美团外卖
员与滴滴司机的陈惠民在送货
载客中发现城市越来越宽敞的
路面和日益明亮的灯光，他在这
里奋斗着，体悟这些幸福而美好
的变化。

赶 着 春 运 之 潮 ，“ 团 团 暖
‘新’”活动于2月2日也来到了上
海站这个返乡青年们的汇集地，
开展暖意融融的关怀，让这趟回
乡之旅充满温度。喜气洋洋的春
联、便携实用的暖宝宝、防水耐用

的洗漱包、小巧精致的手提行李
箱……候车途中，青年们纷纷停
下匆忙的脚步，有序地围在小小
的摊位前，身穿橙色马甲的青年
志愿者们将一副副对联递到他们
手中。同程旅行、亿滋等爱心企
业也响应号召参与到团团暖“新”
的活动中来，为活动现场提供物
资，并分发给现场的“两企三新”
青年群体，表达对他们的关爱。
归乡路漫漫，此时此刻的欢声笑
语是温馨出行的最好祝福。

“今年天气寒冷，回家路也
远，这份礼物格外贴心。”在外企
工作的张先生家住在河北，手里
拿着领到的暖宝宝，他的心里涌
起阵阵暖流。

“我看到这个行李箱很实用，

就想带回去给我的女儿。”考虑到
孩子的学业，陈女士作为一名城
市建设者经常在上海与常州之间
往返，她笑呵呵地说，“坐高铁好
多次，第一次在春运时体验到这
样温暖的活动。”

另一位上海城市建设者说起
要连夜坐高铁回家过年，一份洗
漱包就被体贴地塞进他手中。“待
会路上的卫生问题就解决了，真
是感谢你们，这个新春礼物能让
我这趟旅程更加顺利。”

在2024年，“团团暖‘新’”集
中行动将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
法，探索更多有特色、见实效的服
务内容，激发“两企三新”青年群
体的力量，向他们传递上海这座
城市的关怀与温暖。

风尘仆仆，千里归途。回家
过年，是属于中国人民独有的执
念。但今年的归家路，天气不是
太给力。

春运第 8 天，多地遭遇强雨
雪并发布预警。点开中央气象
台的预报图——北方，代表降雪
量的灰色明暗叠加；南方，代表
降水量的深蓝玫红纵横交错。

“郑州降雪预报图变黑”在网络
引起热议。

90亿人次的大流量遇上2009

年以来冬季最强雨雪冰冻天气，
大家不禁想知道：这轮天气为何
如此复杂？春运的路顺畅吗？

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孙
军看来，这是因为有一条清晰的
水汽“动脉”纵贯我国中东部地
区，使本轮雨雪呈现出范围广、时
间长、雨雪相态复杂、有一定极端
性等特点。

先说范围广，这次过程基本
覆盖整个中东部，从东北到西南
几乎都有雨雪。如果从郑州出

发，回到湖南老家，那将会是启程
漫天飞雪，到达淅淅沥沥。

再说持续时间，从1月31日
开始到2月5日趋于结束，6天时间
达2009年以来之最。雨、雪、雨夹
雪、雨转雪轮番上阵。同时，冻雨
影响面积有43万平方公里，也为
2009年以来范围最大、省份最多。

春运大客流遭遇大范围雨雪
常见吗？

事实上，我国在这个时间段
出现雨雪天气再正常不过，只是

像今年这么大的比较少见。尽管
预判形势不如2008年紧张，但此
次雨雪影响时段与返乡高峰重
叠，影响严重地区也多在中东部
交通枢纽省份，防范暴雪、冻雨等
不利影响成为重要任务。

新疆阿勒泰站进站口门厅的
热风幕设备不间断开启，室内暖
意融融，让候车更温暖；

在位于湘东北山区的湖南平
江县，一袋袋工业盐已被送往易
结冰路段，工作人员忙着撒布融

雪剂、防滑料，设置警示标牌，让
道路更通畅；

呼和浩特机场，十几辆醒目
的黄色除冰车喷出水雾，迅速融
化跑道上的薄冰，地勤人员细致
地对跑道进行全面评估，让飞机
起降更安全。

保畅通的同时，保供应也必
不可少。

雨雪天气下，仍有无数货车司
机在风雪中以车为家、以路为伴，
将各类物资及时运往千家万户。

这段时间，招商公路在15省
份、26条高速、43个收费站、17处
服务区，开展“情暖征途”致敬货
运先锋公益活动，将热水、暖宝
宝、姜汤等御寒物品送到货车司
机们手中，为这支特别的队伍送
去暖意。

今年春运的一个新特点是自
驾出行增多，占比将创新高，“车
流”成为一大考题。

雨雪带来的道路积雪、结冰
和湿滑增加行车困难。各地通过

预置救援车辆和应急装备、加密
巡逻、在重点路段值守等措施，提
升恶劣天气道路通行能力。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开车出行的你，记得密切关注始
发地、目的地及沿途天气预报预
警和交通部门发布的路况信息。

尽管天气寒冷、雨雪交加，旅
途难免折腾，但春运是一场幸福
团圆的奔赴，即使满身疲惫，也终
将在踏入家门的那一刻消散。

据新华社电

春运“撞”上最强雨雪 归家路如何走好？

在外的年轻人，回家过年吧

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

数据显示，自1月26日春运开启至2月

1日，全国铁路春运首周累计发送旅客

8155万人次，日均1165万人次。

开启暖暖新春路

“团团暖‘新’”走进春运现场

“团团暖‘新’”集中行动。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下午2点多，上海站5号候车
室内人头攒动，因为座椅都已被
坐满，身着浅紫色冲锋衣的小范
坐在自己的行李箱上等候，她的
男友小轩站在旁边不时和她聊上
两句。小范的老家在新疆哈密，
小轩的老家在河南商丘，两人乘
同一趟车一起回去，“我回我家，
他在商丘下车回他家。”小范笑着
说完，小轩立即补充：“这次主要
是回河南看看爷爷奶奶，已经五
六年没回去过了。”

不过，尽管不在同一地过
年，回上海时两人还是会一起。

“过完年回程时，我会先到河南
和他会合，顺便见见家里人，然
后一起回上海。”小范说，她和小
轩是大学同学，两人都在哈尔滨
上学，去年毕业后，想着上海的
机会更多，两人一起来到上海打
拼，幸运的是，他们在同一家制
药公司找到了工作。

“在上海工作的这一年，我得
到了很好的锻炼，我觉得在上海挺
好的，这是一个让人成长的城市。”
小范说。小轩则表示，自己的工作
环境相对是比较轻松的，“领导也
挺照顾我的，我觉得特别棒。”小轩
坦言，上海是一座繁华的城市，有
着能带来希望的创新力，“未来我
想扎根上海，在上海安家。”

老家在江西的小宣今年跟着
女友小王一起回哈尔滨“见家
长”，由于近段时间哈尔滨旅游太
火爆，两人没买到直达火车票，只
能选择到长春换乘，一路上要坐
26个小时。“我在上海读的大学，
毕业后就在上海工作了，是做核
电方面的。”小宣坦言，上海是我
国的经济中心，城市发达，就业机
会也更多。做财务工作的小王也
已工作了四五年，她表示，两人后
续会考虑在上海买房安家，“短时
间内可能还买不了，但肯定是想

在上海扎根的。”
同样一起踏上回家列车的还

有小翟和小陈，两人戴着同款的红
色围巾，在候车室的一众旅客中很
是显眼。小翟的老家在河北，此次
男朋友小陈先送她回家，“上门”见
过家长之后再回山东老家过年。
两人目前都是博士在读，小翟在上
海交大读电气相关专业，小陈在中
国科学院读材料相关专业，谈及未
来，两人坦言，上海的就业机会肯
定更多，但上海的买房压力有点
大，“有合适的工作，也会考虑在上
海就业，上海的机会很多，只要有
能力，肯定能挣到钱。”

此次回家，小翟和小陈买的
是卧铺车票，一路上要 15 个小
时，虽然耗时比较长，但两人都很
轻松：“路上睡一觉就到了，还是
比较舒服的。”想着回家后就能见
到亲人、长辈，小翟很期待：“好久
没见他们了。”

带着期待和幸福踏上返乡列车
他们说：期待未来在上海安家

昨天，春运进入第八天，铁路迎来了节前客流出行高峰。在上海站的
候车室，一波又一波旅客怀揣着期待等候着自己的列车。这些旅客中，有
不少年轻人的身影，他们有的是初次和恋人回老家上门“见家长”，有的是
打拼了一年后终于可以回去与家人过团圆年，无论家乡是远是近，踏上返
乡列车的那一刻，心情都不免激动。青年报记者走进候车室，与他们聊了
聊回家过年的心情。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身边一个行李箱、一个背包，
年轻的小洪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刷
着手机候车。小洪的家乡在新疆
克拉玛依，他这次回家，要坐 30
多个小时的火车，而且是硬座。

“卧铺票很难买，我抢了一天就
放弃了，买了硬座票。”小洪说，
自己已经一年多没回过老家，因
为隔得远，父母也比较牵挂，“硬
座回去虽然很辛苦，但为了回家
（也值得），一路上刷刷手机就打
发时间了。”

在武汉读大学的小洪，毕业时
选择了来上海工作，“一方面是觉
得上海机会多，另一方面是上海有
亲戚，可以照应一下。”如今，小洪
在上海做销售助理的工作已有一

年多，“我的公司在奉贤，相比市区
的环境，郊区更宁静一点，我也更
喜欢。”小洪说，自己平时也会到市
区逛逛，最大的感触就是上海的国
际化，“跟世界接轨，年轻人在这里
工作很有挑战性。”

老家在山西的小杨去年夏天
刚刚毕业，在上海已打拼了半年
多。“我是干美容行业的。”小杨说，
上海离家比较远，有时候会想念家
里的饭，“上海这边的饮食，感觉都
是肉，我都吃胖了。”此次回家过
年，小杨在家里也待不了太长时
间，年初六就要回上海开工，“我运
气比较好，抢到了回来的车票。”

在一众等候的旅客中，年轻的
小魏略显不同，要回山东潍坊的她

并不是在上海工作，而是来上海旅
游的。“我是先去广州玩了几天，买
票时发现没有到山东的票，但到上
海的有票，就买了票来上海。”在上
海期间，小魏去了南京路、外滩、豫
园、武康路，还专门去了中共一大
纪念馆打卡，“因为时间比较赶，所
以好多地方都是走马观花，但是一
大纪念馆给我印象太深刻了，很
棒！”小魏说，这是自己第一次来上
海，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感受的
话，就是：包容！“这里既有很现代
的建筑，也有近代的建筑，而且融
合得还很好。”在小魏看来，自己虽
然只是一个游客，但在返乡旅客大
军中体验一次春运高峰，也是一次
难得的经历。

恋人“双双”把家还
他们说：期待未来在上海安家

带着打拼成绩回家探亲
他们说：在上海工作很有挑战性

虹桥火车站。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摄

乘客们踏上归乡路。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