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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2025年春运拉开帷幕。今
年春运整体形势如何？如何保障公众平
安顺利出行？近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七部门单位有关负责人进行了回
答。

交通出行人数或创历史新高
“从总体规模看，据交通运输等部门

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将达到90亿
人次。”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李春临说。

据介绍，今年春运期间全国铁路发送
旅客有望突破 5.1 亿人次，日均 1275 万人
次，同比2024年春运增长5.5%；民航春运
旅客运输量有望突破9000万人次，创同期
历史新高。作为出行的主体，自驾出行预
计达到72亿人次，约占全社会跨区域人员
流动量的八成，高速公路车流量单日峰值
或创历史新高。

在时空分布方面，李春临表示，今年
春节较往年偏早，春节前后将呈现学生、
务工、探亲、旅游等四种客流叠加情况，集
中度较高；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

等城市群仍是客流主要集中区。
“考虑到春运期间交通运输将在短时

间内提升至满负荷状态，保畅通、保安全、
防范恶劣天气、统筹客货运输等方面存在
着较大压力。”李春临说。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相关部门
和单位联合印发《关于全力做好2025年春
运工作的意见》。李春临表示，今年春运
将最大限度满足客货运输需要，加强客流
需求研判，做好运力统筹调配，统筹做好
煤炭等重要能源物资、粮食等生活物资、
节日商品、春耕备耕等物资的运输保障。

持续做好高峰期出行保障
与往年相比，今年春运群众出行规模

进一步增长。同时，今年也是第一次将除
夕列入法定假期，8天春节长假前后，客流
集中度较高。

统筹旅客运输和货运保供需要，国铁
集团客运部负责人朱文忠表示，将深入挖
掘线路和装备资源，最大限度提升运输能
力，着力增加春运客流集中方向运力，统
筹兼顾安排好非客流集中方向列车，保持

普速旅客列车开行规模。“每日安排旅客
列车超1.4万列，每日可增加座席50万个
左右，客座能力同比增长4%左右，全力保
障广大旅客的出行需求。”朱文忠说。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不少人
选择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做好公路沿线充
电服务保障，是社会大众关注的热点。

针对春运期间如何进一步做好新能源
汽车出行保障，有关负责人表示，全国高速
公路服务区广泛应用120千瓦及以上的快充
设施，浙江、江苏、广东等省份已建设600至
800千瓦的超级充电站，尽量满足短时快充
的需求。除此之外，还将合理布设移动式应
急充电设备、统筹做好充电资源调配。

多措并举确保回家路平安顺利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局长王强表示，公

安部部署开展全国公安系统安全生产风
险防范行动，强化冬季突出安全隐患排查
治理，会同有关部门全面排查人、车、路、
企交通安全隐患，严禁不合格的车辆、不
合格的驾驶人参加春运，推动桥梁隧道、
急弯陡坡、临水临崖、高速公路出入口和

事故多发点段的隐患治理。
近期，国际民航连续发生两起重大事

故。中国民航局运输司司长徐青介绍，民
航局已成立春运安全专项检查督导组，赴
全国各地对行业各生产运行单位冬季安
全运行组织实施、日常隐患排查治理、应
急处置等情况进行重点督查。

今年春运期间，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活
动比较频繁。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
共服务司司长王亚伟建议，北方地区加强
防范阶段性降雪造成的道路结冰、积雪对
交通和旅游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西南地
区高海拔桥梁、隧道等局部路段需要防范
道路结冰等不利影响，华北、四川盆地要
注意防范阶段性能见度较低对交通出行
带来的不利影响。

应急管理部安全协调司司长汪崇鲜
表示，为进一步做好春运期间灾害防范应
对，应急管理部会同有关部门修订完善应
急预案，强化物资队伍准备与培训演练，
提前配置一批重型除雪除冰装备，进一步
提升电力、高铁的融雪除冰能力。

（据新华社报道）

让回家之路更平安
七部门单位有关负责人谈全力保障2025年春运平安有序运行

记者1月13日获悉，工业和信息
化部等五部门组织修订的强制性国家
标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已
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正式发布，将于
2025年9月1日实施。

聚焦降低火灾事故隐患和危害、
减少交通事故风险，新标准强化非金
属材料的防火阻燃性能要求，明确电
动自行车使用塑料的总质量不应超过
整车质量的 5.5%。同时，增加电动机
低速运行转矩、空载反电动势、电感值

差异系数的要求，减小车辆最大制动
距离。

防范非法改装方面，新标准完善
了电池组、控制器、限速器的防篡改要
求。此外，通过增加北斗定位、通信与
动态安全监测功能，方便消费者实时
了解电动自行车关键安全信息。

为更好满足消费者日常出行需
要，新标准适当放宽了个别对安全性
影响不大的指标。例如，将使用铅酸
蓄电池的电动自行车整车质量上限由

55千克提升到63千克，不再强制要求
所有车型均安装脚踏骑行装置等。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有
关负责人介绍，考虑电动自行车企业
开展产品设计生产并完成检测和认证
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新标准设置了8
个月的生产过渡期。同时，新标准额
外给予2025年8月31日及之前按照旧
标准生产的车辆3个月的销售过渡期，
便于符合旧标准电动自行车的消化。

（据新华社报道）

新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发布

重磅信息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将打击直播电商领域虚假营销
1月10日，国新办举行“中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成效”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
“营造公平公正市场环境，助力经济高
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据悉，2024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完善数字经济反垄断常态化监管制度，
聚焦平台经济重点领域，服务产业发展
持续向新。依法无条件批准平台企业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申报案件14件，支持
平台企业依法并购，促进平台经济规范
健康持续创新发展。出台了全球首部
标准必要专利领域反垄断指引，健全规
制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制度
体系。

在政策措施方面，出台了《关于引
导网络交易平台发挥流量积极作用扶
持中小微经营主体发展的意见》，通过
多元化举措，提升流量扶持实体经济效

果，帮助解决平台内商家面临的实际困
难，强化对农产品商家、特色商家、新入
驻商家的流量扶持，充分激发广大中小
微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在督促整改方面，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针对社会集中反映的“仅退款”问题，
约谈主要电商平台，就平台利用“仅退
款”规则挤压商家生存空间、助长低质
低价竞争风气等问题，提出具体整改要
求。约谈后，主要电商平台对“仅退款”
规则进行了优化，为平台内商家提供了
更大自主权。

在监管执法方面，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联合13个部门，开展了“2024网络市
场监管促发展保安全专项行动”，围绕
守好经营者资质审核“准入关”、网络营
销和集中促销行动“秩序关”、网售危害
生命健康商品“安全关”、网售侵权假冒

伪劣商品“质量关”、网络禁限售商品“风
险关”，这“五关”推动解决网络市场突出
问题，查处涉网案件3.6万件。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束为表
示，下一步，将从促进平台规则公平透
明、减轻平台内商户成本负担、净化直
播电商行业生态等方面着力规范市场
竞争秩序。健全常态化监管制度，抓紧
完善平台规则、直播电商等方面的监管
制度。着力整治利用平台规则破坏公
平竞争、侵害平台内商家和消费者合法
权益的现象，打击直播电商领域虚假营
销等行为。通过切实规范平台经济市
场秩序，促进企业有序竞争、互利共赢，
让平台经济的赛道既有“参天大树”又
有“绿草如茵”，推动平台经济领域“草木
繁茂、生机盎然”。

（据《中国邮电报》）

新政一览

海关总署出台
16条重点措施
支持中部加快崛起

中部地区承东启西、连南接
北，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1 月 12 日，海关总署聚
焦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
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更好融入和支撑新发展格局等五
个方面公布出台 16 条重点措施，
支持新时代中部地区加快崛起。

具体来看，主要措施包括：优
化铁路快通、过境班列集拼、集散
监管模式，支持和保障鄂州花湖
机场新开和加密国际定期货运航
班，支持提升合肥国际陆港在国
家集结中心规划层级，支持郑州
国际陆港新址建设；支持中部地
区大力发展“跨境电商+产业带”
模式，促进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
水平；探索将真空包装等高新技
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推广至铁路
口岸，支持先进制造业做大做强；
支持中部地区依托综合保税区政
策优势，打造承接加工贸易产业
转移的示范区，扩大“跨境一锁”

“蔬菜直供”等监管试点；支持长
沙黄花国际机场与肯尼亚内罗毕
肯雅塔国际机场签署卫生合作协
议，推进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
区建设等。

此外，海关还在助力中部地
区提升粮食能源安全保障能力、
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
碳方面，出台稳步推进中欧班列
进口粮食指运地检验检疫改革试
点；支持江西鹰潭深化开展“进口
再生铜原料智慧监管”模式试点，
增强煤炭、矿产品等资源保障能
力；推进出口烟花爆竹“口岸-属
地”监管作业联动等重点措施。

（据新华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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