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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多云转阴，南风转北风2～3级，-7～5℃ /
27日，晴间多云，南风转北风2～3级，-7～5℃ /
28日，晴间多云，南风2～3级，-8～8℃

为期40天 2024春运大幕今日开启
客流高峰将在节后出现 淄博最高日客运量有望超30万人次

1月25日上午，淄博市政府
新闻办公室组织召开新闻发布
会，邀请淄博市交通运输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齐国华向社会介绍
2024年春运服务保障有关工作
情况。2024年春运于1月26日
开始，至3月5日结束，共计40天。
淄博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春运
工作，要求市春运工作机制各成
员单位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和省
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以“平安春运、便捷春运、
温馨春运”为目标，全力做好春
运组织协调和服务保障。

今年春运有五个特点

淄博市科学精准研判综合
运输春运形势，预计今年春运主
要有五个特点。

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创历
史新高：今年春运，群众回乡过
年、探亲访友、旅游度假、商务旅
行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春运交
通运输组织任务更加繁重。

铁路运力持续提升：1月10
日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后，
淄博市列车开行结构不断优化，

客货运输能力进一步提升，市民
乘坐火车出行目的地可有更多
选择。

节后运输压力较大：今年春
节较晚，且春节假期时间较往年
有所延长，节后探亲、旅游、学
生、务工客流叠加，将出现较高
的客流高峰，预计最高峰日客运
量将超过30万人次。

道路保畅压力较大：近几
年，公众出行习惯发生深刻结构
性变化，叠加春节假期免收小客
车通行费时长增加等因素，私家
车仍是居民出行首选，私家车出
行数量大幅增长，虽然淄博境内
济高、济潍和沾临高速公路陆续
通车能减轻一部分出行压力，但
是国省道保安全、保畅通的任务
仍在加重。

交通物流保通保畅面临较
大压力：春运期间能源物资、民
生物资、春耕备耕等物资运输需
求旺盛，统筹做好公众出行服务
和保障交通物流畅通面临较大
压力。

做足做细运输组织保畅工作

加强客流研判和运行监测，
准确把握春运探亲流、务工流、
旅游流、学生流等时空分布特
点，主动适应客流变化，做好运
力供给；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做

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及时
发布高速公路路况和服务区信
息，提早开展引导疏导。

加强运力保障和运输组织，
加强铁路、公路、邮政快递、城市
客运等运力储备，合理安排运力
资源、运营时间和发车频次，做
好公共交通、出租车、网约车在
长途汽车站、火车站等交通枢纽
之间的运输衔接，最大程度满足
旅客运输需求；加强城市公共交
通、出租汽车与铁路、公路等信
息共享，有效衔接城乡客运与干
线运输。

加强指挥调度和应急处置，
健全完善突发情况应急指挥调
度机制，畅通信息报送渠道，市
春运工作机制办公室统一调度，
各成员单位各司其职、积极响
应。针对恶劣天气和各类突发
事件可能造成的运输受阻、旅客
集中聚集、险情事故等情况，制
定完善相关预案，做好应急运
力、人员值班值守等工作。

从严从实抓好
春运安全生产工作

充分考虑春运期间低温雨
雪冰冻等极端恶劣天气影响，在
春运启动前集中组织开展综合
运输春运安全风险辨识和隐患
排查整治，建立健全重大安全风

险清单和重大事故隐患台账，逐
一督促整改落实。对重要时段、
重点路段加强执法管控，严查超
载、超员、疲劳驾驶、酒驾等违法
行为，营造平安和谐的出行
环境。

淄博市全面加强春运期间
组织保障工作。市春运工作机
制办公室将充分发挥牵头作用，
建立完善春运协同联动、值班值
守、信息报送和应急保障工作机
制，加强信息沟通，注重协调配
合。及时受理、跟踪督办春运期
间群众政策咨询、意见建议、投
诉举报等各类诉求。

农历除夕到正月初八
高速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

根据交通运输部通知，2024
年春节假期高速公路免收小型
客车通行费，具体免费时段是2
月9日0：00—2月17日24：00，也
就是农历的除夕到正月初八，期
间，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可免费
通行高速公路；免费时间以车辆
驶出高速公路时间为准。

春运期间，山东高速淄博发
展有限公司全方位部署落实六
项保障措施，确保人民群众平安
便捷出行和交通物流高效顺畅。
会同有关部门加强易拥堵路段
的通行态势监测，优化交通组

织，强化路警联动和现场指挥疏
导，实施轻微事故快处快赔，减
少事故致堵和二次事故风险。
加大隐患排查力度，提前对收费
设施设备进行全面检修，及时修
复受损公路设施和公路病害，春
节期间暂停所有影响高速公路
正常通行的施工作业。

青银高速、高广高速淄博段
春运期间预计主线
单日最大车流量10余万辆

山东高速淄博运管中心主
要负责青银高速和高广高速淄
博段的运营管理工作，春运期间
预计主线单日最大车流量10余
万辆。为确保道路安全畅通，中
心主要开展五个方面工作。

开足车道，做好收费站畅通
保障工作。春运期间收费站备
勤人数为平常的2倍以上，各站
均安装了自助发卡和收费设备，
确保车道通行效率最大化。专
业救援，快速处理各类道路特
情。设置了救援点5个，专业救
援人员60人，自有清障设备25
台，遇到特情，力争20分钟到达
现场，开始处置。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孙渤海 通讯员 张瑗
欣 韩圣童

1月24日中午，在淄博市淄川区
寨里镇蓼坞村，走进小米合作社的
大门，耳畔传来爽朗的笑声。

循声探去，屋内一姑娘喜眉笑
眼地盯着身前正在直播的手机，身
后，不同包装的小米摆满货架。下
播后，她有些腼腆地说：“快过年了，
线上的销售情况还不错，这样的时
机可不能错过。”

“80后”姑娘崔文娟，是蓼坞村
的媳妇，嫁过来已有几年光景。婆
家所在的村庄，位于淄川东部山区，
天然的富硒资源、独特的偏碱性土
壤、昼夜温差大的气候条件、优良的

山嵧生态环境，让这里的农产品格
外“出众”。

从古至今，蓼坞村的百姓一直
有种谷子的习惯，这里出产的小米，
因色泽金黄而远近闻名。近年来，
寨里镇党委、政府将农业富民作为
重要工程抓在手上，通过做大做强
传统特色农业，让小米“长成”了大
产业，成为百姓增收的“致富米”。

崔文娟与小米原本并无交集，
几年前，与丈夫打拼并且小有成就
的她，决定返乡创业，在从村里流转
了550余亩土地后，便一头扎进了谷
子地。

想把谷子种好，其实并不容易。
其间，从参加各类培训班到向种谷
子的“老把式”请教，从对接科研院
所到自学《齐民要术》，经反复试验，
崔文娟最终选育出了“焦金黄”等优
质谷子品种。品种的优化，使“蓼坞
小米”在色泽、口感、营养价值上均
有了很大提升。

52岁的村民董洪彬是当地种谷
子的“老把式”，问及眼下合作社出
产的小米与从前有何不同，他啧啧
称赞道：“小米的品质比从前好，早
已有目共睹，重点是合作社回收的
价格不仅高，卖得还快，这一点就更
厉害了。”

种谷子不仅能赚钱，增收还快，
当地村民的积极性一下子高涨了起
来。经过几年的发展，小米合作社
的土地已达2500余亩，年产谷子
650余吨，年销售额1300多万元。
带动之下，目前，“蓼坞小米”已串联
周边16个村庄，种植面积扩大到1万
多亩，年产量达到约4000吨。

眼下，视频电商发展迅猛，此前
已有布局的崔文娟，此时显得运筹
帷幄。她说：“2023年以来，结合当
前流行的直播带货销售方式，我们
已加大了短视频平台的直播力度，
目的就是要将‘蓼坞小米’及当地其
他优质农产品做成‘网红’产品，帮
助当地村民增收致富。”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姜涛 通讯员 闫盛霆 宋姗姗

串联16个村庄、上万亩产区

这个村的小米“长成”大产业

村民通过直播间宣传销售小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