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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做好2021年道路水路春运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长江航务管理局、
珠江航务管理局，各直属海事局，各救助、打捞局：

2021年春运从1月28日开始，至3月8日结束，共40天。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坚
决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
知》部署，认真落实《2021年综合运输春运疫情防控总体工作方案》要求，进一步提高
思想认识，坚持底线思维，加强统筹部署，严格落实疫情防

控措施，强化运输组织保障，全力做好春运各项工作，确保疫情不因春运扩散、旅
客健康安全有序出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切实做好疫情防控

（一）着力加强疫情防控应急指挥调度。要在本地疫情防控领导机构统一领导下，
保障交通运输疫情防控应急指挥体系24小时运行，密切跟踪疫情形势，全时待命，确保
发生疫情后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第一时间响应属地疫情防控领导机构部署要求。要
建立健全调度机制，加强对疫情防控工作的调度、指导和督促。发生聚集性疫情的地
区，所在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根据需要或属地部署，及时派出工作组，靠前指导、
支持、督促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做好应急工作。

（二）严格落实常态化客运服务防控措施。要对照部相关规定要求，督促指导客运
经营者及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经营管理单位，毫不放松严格执行客运场站、交通运输
工具、高速公路收费站和服务区消毒、通风、测温、查验健康码、设置留观区等防控措
施，分区分级严格控制交通运输工具载客率。要按规定严格落实一类、二类客运班线实
名制管理和省际、市际包车旅客信息登记。督促国内游轮运输企业严格落实相关要求，
从严从细做好旅客、船员疫情防控工作。强化港澳水路客运航线疫情防控。严格执行澳
门至内地入境水路运输旅客持有“粤康码”、核酸检测证明等防疫要求。

欢迎使用交通智搜

http://www.mot.gov.cn/


（三）切实强化进出中高风险地区客运管控。在中、高风险地区风险等级下调前，
原则上暂停进出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级行政区域内的省际、市际道路客运和跨城公交。
有中高风险地区的城市原则上应当暂停出租汽车（含巡游车、网约车）、顺风车的跨城
业务和城市内的拼车业务。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决定扩大停运范围的，按照地方有关部署
执行。及时向社会公布停运有关情况，做好解释说明，并指导客运经营者为相关旅客做
好免费退票服务（同步购买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一同办理）。

（四）强化春运一线服务保障人员自身防护。各地交通运输部门要在地方疫情防控
机构统一领导下，主动加强与卫生健康部门的沟通对接，落实春运一线服务保障人员
“应检尽检”工作，按规定定期开展核酸检测，并优先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在知情自愿
基础上，春运开始前尽可能做到“应接尽接”。要督促指导运输经营者切实做好春运防
疫物资，确保口罩、防护手套、防护面罩、消毒剂、洗手液等防疫物资充足有效。

（五）强化在途疫情防控应急处置。严格落实旅客全程佩戴口罩。加强与卫生健康
等部门和地区间的沟通协调和信息共享，若发现体温≥37.3℃的旅客和司乘人员，或者
出现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或密切接触者乘坐交通运输工具情况，相关运营单位要及
时做好隔离、移交工作，同时做好交通运输工具通风、消毒等措施，全力配合卫生健康
部门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必要的医学检查等工作。

（六）严格落实货运服务防控措施。要按照道路货运车辆、从业人员及场站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要求，督促指导道路货运企业和货运场站经营者全面做好货运车
辆、场站消毒及从业人员防护等工作。重点督促指导进口冷链物流企业认真落实部相关
工作要求，规范进口冷链食品装卸、运输环节的人员防护、装备消杀、单证查验、信息
登记等工作。同时，密切跟踪境外疫情形势变化，督促指导相关物流企业按照有关要
求，做好进口高风险非冷链货物运输工具消毒、从业人员防护、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
按照港口及其一线人员疫情防控指南要求，毫不放松抓好人员防护、港口登轮通道管
理、非接触作业、定期核酸检测、应急处置等工作。推动进口冷链从业人员、登轮作业
人员等高风险岗位人员尽快落实疫苗接种工作。严格执行公路水运口岸“货开客关”措
施。在当地疫情防控领导机构统一领导下，组织做好国际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和装卸工
封闭管理等工作。做好以上相关从业人员防护和健康监测，按规定定期开展核酸检测。

二、强化运输组织保障

（一）切实做好道路旅客运输组织。加强与卫生健康、教育、公安、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文化和旅游、铁路、民航等部门和单位信息共享和协同合作，研判分析春运客流
趋势特点，进一步优化运力调配，科学安排班次计划，确保运输供给适应疫情防控要求
和运输需求。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和集中出行需求，精心组织务工人员、学生“点对点”
包车运输，加大闭环式防控和安全管理措施力度。加强客运枢纽、火车站、渡口码头、
机场、旅游景区景点等重点区域运力投放和应急调度，切实提高旅客集疏运能力，避免
人员集中聚集。同时，要组织做好入境人员“点对点、一站式”接运工作。进一步优化
农村客运组织，加大运力投入力度，规范预约响应式农村客运服务，切实保障城乡群众
出行需求。

（二）切实做好水路运输组织。督促港航企业严格落实水路客运服务质量标准，加
强水路运输组织管理，着力提升运输服务水平。加强琼州海峡水路客运组织，认真落实
班轮化运营模式，重点水域客（滚）运输企业要严格按照公布的班期、班次、票价营
运，切实维护良好市场秩序。航道部门要加强航道养护，做好航标、通航建筑物等航道



设施的检查维护，港口和通航建筑物运行管理部门要按照有关规定保障客运船舶优先靠
离泊、过闸。长江干线航运的春运工作，由长江航务管理局会同沿江省、市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三）切实做好重点物资运输保障。要组织做好新冠病毒疫苗、核酸检测试剂、口
罩等疫情防控物资，电煤、原油、天然气等重点物资，以及粮食、肉禽、蔬菜等生活物
资的运输保障。要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应急物资运输车辆优先便捷通行，优先保证液化
天然气（LNG）和电煤运输船舶进出港和作业，全力配合做好供煤供气工作，确保经济
运行需求和居民生活需要。特别是要做好疫情重点地区疫情防控、市场保供和生产生活
物资运输保障工作，按照“非必要不阻断”原则，保障运输车辆快速便捷通行，确保应
急运输畅通高效。同时，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确保公路口岸防控物资、重要生产生
活物资出入境运输顺畅。

三、强化安全应急保障

（一）加强安全监督管理。要严格落实主管部门监管责任，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要
建立健全明查暗访与自检自查相结合的检查整改机制，全面排查治理疫情防控和安全风
险隐患，对发现的问题依法处置并加大公开曝光力度。督促道路客运企业严格执行长途
客车凌晨2—5时停车休息或接驳运输、客运安全告知等安全管理制度。加强辖区地接驳
点和接驳运输车辆监督检查，发现车辆未接驳、虚假接驳等情况，通报车籍地交通运输
部门，责成车辆整改并取消当季度接驳运输资格。加强“两客一危”重点营运车辆动态
监控和零担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严防车辆擅自脱离动态监控运行。严格执行水路旅
客实名制管理制度，强化水路客运安检查危工作。围绕客运枢纽场站（码头）、农村客
运、城市交通、农村渡口渡船、“六区一线”重点水域和四类重点船舶等重点环节，以
及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深入开展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与公安、市场监管等
部门协同合作，依法从严查处春运期间违规涨价、强制搭售保险、非法营运、客车违规
异地经营、货车超限超载等违法违规行为。会同公安、应急、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强长途
客车中途停靠就餐场所监督检查，依法依职查处宰客、强制交易、食品卫生、消防安全
等违法违规行为；对勾结餐饮经营者宰客的司机，要责令客运企业对其停班开展专题警
示培训，春运期间不得执行客运任务，情节严重的，依法严肃处理。

（二）强化安全应急准备。要严格按照部应急管理有关规定，针对恶劣天气和交通
运输安全生产事故等各类突发事件有可能造成的运输受阻、旅客集中聚集、海上险情事
故等情况，完善有关预案，统筹做好春运应急运输组织、响应程序、应急措施等部署安
排，做好应急运力、物资储备及专业救援队伍值班待命等工作。要根据《2021年综合运
输春运疫情防控总体工作方案》要求，针对突发疫情可能引起的交通管控、客流突变等
情况，提前制定应急预案。与卫生健康、气象等部门建立工作协同和信息共享机制，发
生突发情况，及时启动应急响应，有效处置各类突发事件。如遇冰冻、雨雪、大风、雾
霾等恶劣天气，要多渠道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引导旅客合理安排计划，监督道路水路客
运企业严格落实限行、禁航规定，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

四、强化路网运行保障和疫情防控

（一）改善公路通行条件。要加强公路养护巡查，及时排查消除安全隐患。合理安
排干线公路养护施工计划，尽量避免春运出行高峰期间养护作业。加强省际、市际信息
共享与协调联动，确保跨省通道、长大隧道等重要路段衔接顺畅。强化抢险保通队伍建
设，做好抢险机械设备和应急物资储备，必要时可跨区域调动机械投入抢险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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