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开始，铁路客运正式进入2015年的“春运时间”。“黄

牛”与“春运”就像一对孪生兄弟，每年年关都会如期而至。

多年致力于倒卖火车票的黄牛，也是始终与铁路春运“共同

成长”，让回家心切的人们“又爱又恨”，一方面是抱怨黄牛提前

囤票，影响正常购票秩序，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依靠”他们，

在最后关头能让自己踏上旅途。

细数黄牛的进化演变史，也许其中就有我们春节回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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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春运大幕昨天正式拉开。因

火车票难求、飞机票价高等原因，近年来

不少有车族选择了自驾返乡。对此，曾有

过经历的车友直呼“累”：孤独的车程、长

时的驾驶、复杂的路况……

随着今年春运高峰开启，一项名为

“2015年春节百城车友互助回家”的活动

正在升温：返乡车友晒路线，组建小分队；

驻地车友设驿站，提供沿途帮助；还有企

业赞助安检、保险、汽油。车友们通过移

动互联网发起、传播并参与这项互动，希

望它能成为一次返乡“嘉年华”。互联网

正在改变略显沉重的春运。

一起走吧！

前段时间，在上海工作的湖北小伙儿

黄涛，发现“车轮”（一款服务于车主社交

的APP）里的几个朋友已提前放假，都自

驾回家过年。感叹之余，黄涛冒出一个想

法：“如果都是‘车轮’的人，路上遇到了能

打声招呼吗？”

“车轮”已建立了近万个车友会，黄涛

便是标致车友会的会长。他希望车友们

在返乡途中，能有一个统一的“车轮”标识

贴在车上。“如果都是‘车轮’的人，开车的

时候能不能相互让一让？或者，即便他堵

我前面了，我可能也不按喇叭了。”

几年前，还在深圳工作的黄涛，自驾

回家过年。因交通拥堵，原本13个小时的

车程延长至 23个小时。这样的情况并不

鲜见，据黄涛介绍，在自驾回家的亲友中，

几乎年年有人遇上拥堵、抛锚等情况，甚

至发生交通事故。

“‘车轮’的人一起走吧，相互有个照

应！”黄涛的想法引发了其他车友会会长

的共鸣。深受春运之困的车友感到，这或

将是一次不同的返乡体验。“车轮”的运营

团队发现了车友们的诉求，并把活动推广

至“车轮”之外，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百

城车友互助回家”的活动。

春运自驾回家2.0

与同城老乡结伴回家，并非新鲜事。

临近年末时，拼车的帖子也常在一些同城

社交网站、兴趣类社交网站冒出。然而，

这些活动大多在各地零散发生，缺乏联动

和后台支持，获得的支持也有限。

能否通过互联网，搞一场全国性的互

助回家活动？黄涛和“车轮”运营团队的

想法似乎有点疯狂。不过，他们的底气来

自于“车轮”上千万注册车友。在不到一

周的时间里，“百城车友互助回家”活动已

有 6万多人次报名，高峰时，每 15秒就有

将近10人报名。

记者在“车轮”上看到，在填写所在城

市、家乡城市和手机号码进行报名后，便

能进入相应的老乡群进行联系。目前，

“北京回保定”“上海回盐城”“成都回资

阳”等 80人的群都即将满员，后来者将进

入新群。为方便组队，不少车友在管理员

的提示下，将个人签名改成了具体的“预

计出发时间、出发地和目的地”。

设立驿站温情服务

一些驻地车友也加入了互助回家的

活动，担任所在城市的驿站长。他们将为

自驾过路的车友提供天气、路况等信息以

及食宿、车辆维修的咨询服务。这一活动

也为一些企业所看好，他们为参与活动的

车友提供免费的车检、自驾意外险、旅行

救援险以及百吨汽油，并在 200多个城市

提供道路救援服务。

“截至今日13点，甘肃高速公路武威、

张掖局部路段小雪，其余路段天气阴火多

云。受前期降雪影响，建议通行给G22雷

西端、西长段、G70长凤段的客运、危化品

车辆加挂防滑链。”2月 3日下午，甘肃白

银市驿站的车友“知足长乐”再次播报路

况。

目前，在该活动的推动下，全国已有

170多个城市设立了服务驿站。据“车轮”

“百城车友互助回家”活动负责人史博介

绍，这些驿站服务车友都是自愿报名，他

们从中挑选时间和精力有保障，活跃度高

的车友担任驿站站长。这些站长的联系

方式对车友公开。

在黄涛看来，驿站的设立最大好处，

是能为路过的车友提供“地方性经验”。

“他们对当地比较熟悉，能帮助车友免去

不必要的麻烦。万一出现状况，也能心里

有底。没准有空了还能一起聚下。”“莎

莎”是重庆驿站站长，曾在外工作的她特

别能体会返乡车友的心情：“返乡不易。

希望我的举手之劳，能带给他们一个平

安、快乐的旅途。” （新华社）

互联网开启春运自驾2.0
让返乡的脚步不再沉重

谁动了我的车票？
——揭秘春运黄牛进化史

你不知道的
春运“吉尼斯”

2月4日，旅客在南昌火车站准备进站乘车。当日，为期40天的2015年春运大幕正
式开启。 □新华社/发

“春运”一词何时首次出现？高铁

何时首次参与春运？网络购票、手机购

票、火车票实名制何时首次推出？春运

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最高是多少？铁

路 运 输 能 力 安 排 历 年 之 最 是 多

少？……记者通过梳理权威数据，为您

一一揭晓这些历年春运的“吉尼斯”。

●1954年首次出现“春运”一词

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提供的历史

档案，1954年，我国确定了“以铁道部统

一指挥协调，必要时请党中央、国务院

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及解放军协助”的原

则，这一年，“春运”二字第一次出现在

媒体上。从那时开始，大规模、高压力、

全国性交通运输高峰“春运”逐渐成为

社会生活中被频频使用的一个词。

●2010年高铁首次参与春运

今年是高铁参与春运的第6个年

头。从 2010 年春运的 2824 公里高铁

投入运营，到2013年春运的高铁成网

后“首秀”，再到2014年春运的“四纵”

高铁干线全部通车、高铁运营里程突

破 1 万公里，高铁网络逐步走向成熟

与完善。

●2012年春运首次实行网络购票及
火车票实名制

2012年春运，中国铁路首次推行

了网络订票并全面实行火车票实名

制。这些新措施的实行，在遏制“黄牛

党”倒票以及方便旅客购票方面取得

一定成果，但面对巨大的购票、客流压

力，也出现不少问题。

●2012年春运人数首次突破30亿人次

随着经济发展、人员流动日趋频

繁以及交通运输能力的增长，春运客

流量逐年增加。铁路春运客流量1954

年第一次有据可查为 2300 万人次，

1979年突破1亿人次。1984年“大春

运”形成后，全国有5亿多人次客流，

1994年突破10亿，2006年突破20亿，

2012年突破30亿，2014年突破36亿。

●2014年春运首次实行手机购票

手机购票是2014年春运前新推出

的购票方式。2013年12月8日，铁路部

门官方手机购票客户端“铁路12306”上

线试运行，供旅客免费下载使用。

●春运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最高为
835.7万人

2014年春运40天，全国铁路共发

送旅客约2.66亿人次。其中，2月6日

（农历正月初七）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

达到835.7万人，比去年春运最高峰日

多发送93.1万人，创历年春运单日旅

客发送量新高。

●“史上最长火车票预售期”60天

2014年12月1日起，中国铁路总

公司开始执行新方案，将铁路互联网

售票、电话订票的预售期由此前的20

天逐步延长至 60 天，被网友称为“史

上最长火车票预售期”。

●2015年春运铁路运输能力安排历
年之最

交通运输部预计，2015年春运全

国旅客发送量将达到28.07亿人次（不

含公共电汽车和出租车）。春运期间，

铁路安排开行图定旅客列车 2673.5

对，节前节后分别增开 476 对和 515

对，运输能力安排是历年之最。

（新华社）

“跑腿黄牛”：
挣的都是辛苦钱

在买火车票必须去火车站的时代，黄

牛干得更多的是跑腿体力活：裹着大棉

被、拎着小马扎，早早地到售票窗口排队，

为的就是能“拔得头筹”。

在广州站工作二十多年的售票员郭

女士说，早些年春运期间，凌晨三四点就

看到有人搬着小板凳来排队了，“等到七

八点窗口开始营业时，队伍已经排的很长

了。”而且头几个买票的人中，她常常会看

到一些熟悉的面孔，买票时拿着纸条，对

应着上面记录的出发时间、到达站、车次

等信息反复核对，“热门车次一次买二三

十张也是常有的事。”

这些人就是最初倒卖火车票的黄牛，

有时是按照乘客需求，提前交付定金“预

定”某趟火车票，每张票收取几十元到上

百元的“辛苦费”；有时也会根据以往经

验，购买返乡集中地区的火车票，“囤货”

后再以高价转让。

20 世纪 90 年代末在广东打工的安

徽人李先生说，那时铁路客运火车车次

少，除了到窗口买票也没有其他途径。

由于工作比较辛苦，也没精力早起排队

买票，后来发现只要愿意加钱，黄牛甚

至可以买到当天回家的火车票，“最贵

时加的钱都快跟火车票一样贵了，觉得

黄牛真的太坑了，但为了回家还是得

买。”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杨

建华表示，“跑腿黄牛”在铁路春运运力紧

张初期比较常见，虽然挣的是辛苦钱，但

这种囤积居奇的行为加重了铁路客运的

负担。由于黄牛的流动性大，证据又难以

收集，增加了打击难度，“使得越来越多的

票贩子看到了其中的盈利空间，想方设法

的找关系、摸门路，春运黄牛的现象也就

日益普遍。”

“关系黄牛”：
靠的就是这张脸

“我跟北京到长沙直达车上的列车长

都很熟，百分之百可以帮你弄到票。”在北

京西站，一位黄牛正在跟没买到票从窗口

失望而归的湖南小伙子搭讪。这位模样

50多岁的“黄牛”大叔，跟着年轻人一边走

一边“苦口婆心”：“我又不会骗你，你看我

这儿登记的身份证号和名字，都是他们主

动找我的。我也是做个好事，帮你们回

家，自己稍微赚点疏通关系的钱啊！大过

年的，不能回家团圆多遗憾啊！”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游说终于让小

伙子动了心，他逐渐与“黄牛”大叔打开了

话匣子，“要加多少钱？”“票是怎么弄到

的？”“万一买不到怎么办？”，一个个问题

抛出来，“黄牛”大叔都能熟练地应答，“硬

座加150块，硬卧加250块，我是铁路上的

老员工，和他们都很熟，弄几张票肯定没

问题，多年合作的关系了。万一买不到

票，我有工作证，把你先带上火车后再补

票，绝对是万无一失的。”

看到“黄牛”大叔如此娴熟老练值得

信赖，小伙子给了50元定金，留下了姓名、

身份证号和电话号码。

记者随后与多位在北京西站拉客的

黄牛交谈，他们都自称是铁路部门的“硬

关系户”，还透露了不少放票“潜规则”：大

部分直达列车都会预留一节卧铺车厢，给

乘务员和其他工作人员，那么多铺位也睡

不满，列车长就会想办法把这部分铺位卖

给“关系户”，“不是一般的关系肯定弄不

到的”。

一位在铁路客运段工作多年的内部

人士表示，“关系户”们和部分铁路内部人

士有利益关系，“里应外合、权钱交易让这

个利益链条能长期存在，目前各铁路局的

打击行动抓获了部分涉嫌倒卖车票的嫌

疑人，但加强监管、车票信息透明公开对

铁路部门而言，依然任重道远。”

“技术黄牛”：
要抢票得先投资

中国铁路总公司（原铁道部）在 2012
年1月1日起实行火车票实名制，“技术黄

牛”应运而生。相比以往的“跑腿黄牛”和

“关系黄牛”，“技术”二字让这个群体变得

有些“高大上”。

在北京工作的张成老家在太原，由于

单位一直没公布放假时间，他也没操心买

票的事儿。等到单位宣布大年二十九放

假，他到网上一看才慌了神，回家的票早

没了。“急呀，发动亲戚朋友天天给我刷，

刷了一个多星期也没刷出来！如果不是

黄牛在其中鼓捣票，怎么可能一张不剩？”

张成说，有一天看了新闻报道，得知淘宝

上有黄牛能抢票，于是赶紧上网一探究

竟。

在“万能”的淘宝输入“春运”“抢票”

等关键词后，张成找到了能代购火车票的

卖家。挨家问过去，多数要收取一百元左

右的“手续费”，部分卖家还要收取10元的

定金，即使票没买到这定金也不退回，算

作是“资源占用费”。

张成试图和卖家还价，结果却被告知

是“一口价”，“100块已经是最便宜的了，

不议价哟，亲！”看到这样的回复，张成心

里又急又气，“抢了我们的票，反过来又要

来捞一笔，如果黄牛能被完全打掉，我还

真不信铁路客运会紧张到如此程度。”

过了三天，卖家跟张成联系：“票抢到

了，快付款吧！”张成用卖家给的 12306账

号登录后付了款，在代售点顺利取到了车

票。看着手中的票，张成颇感无奈，“虽然

多付了一百元手续费，但也多亏了黄牛才

能买到票，居然又有点感激了。”

在淘宝上提供代购车票服务的卖家

小陈表示，自己做足了“前期投资”：升级

网络带宽、购买专业的抢票软件。小陈说

他的抢票软件自动刷新速度可以用毫秒

计，比人工操作快多了，不但抢票速度快，

而且还能实时监控，一旦有人退票就能很

快发现，从而成功“捡漏”，“所以技术黄牛

还是要费些心思的，一百块服务费真的是

‘良心价’了。”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

员李小伟表示，随着科技的发展和铁路售

票功能的不断完善，“黄牛”的门槛越来越

高，这个队伍也更趋“专业化”。加上网络

倒票的虚拟性，使得打击“黄牛”的难度不

断增加，有关部门的防范、监管须立足于

现状，才能真正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

丈”。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