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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春运工作专班关于印发《2022年综
合运输春运疫情防控和运输服务保障总体工作方案》的通知

交运明电〔2022〕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做好2022年春运疫情防控和运输服务保障工作，经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同意，现将《2022年综合运输春运疫情防控和运输服务保障总体
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联防联控机制春运工作专班

2022年1月6日

（此件公开发布）

2022年综合运输春运疫情防控和

运输服务保障总体工作方案

2022年春运将从1月17日开始，至2月25日结束，共计40天。春运期间，人员集中
流动性增强，疫情传播风险加大，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为指导各地切实做好综合运输春
运疫情防控和运输服务保障相关工作，制定本方案。

一、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

（一）引导务工人员错峰返乡返岗。各地要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合理调整企业放假
和复工时间，积极引导务工人员错峰返乡返岗。根据疫情防控和农民工返乡返岗需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交通运输、公安、卫生健康等相关部门要加强工作协同，完善人员
信息登记和输出地输入地衔接，适时组织开行农民工返乡返岗“点对点”运输。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收集提供有集中返乡返岗需求的人员信息；卫生健康部门要加强务工

欢迎使用交通智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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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健康监测；交通运输部门要统筹运输需求和运力供给，做好不同运输方式间、城乡
间的服务衔接，对在春运期间有集中运输需求的，通过开行包车、专列（包车厢）、包
机等方式组织“点对点”有序运输；公安部门要加强包车交通秩序管理和服务。

（二）组织高校学生避峰放假开学。教育部门要根据属地疫情防控要求和教学计
划，优化调整高校寒假放假时间，错峰安排春季开学返校，节后开学时间尽可能错开春
运时段，确需春运期间开学的，要避开春运返程高峰，即2月5日（正月初五）至8日
（正月初八）、2月16日（正月十六）至17日（正月十七）。要全面掌握属地高校寒假
放假、春季开学时间，提前摸排学生离校返校运输需求，对在春运期间有集中离校返校
运输需求的，要及时通报交通运输、铁路、民航部门，具备条件的可组织开行学生包
车、专列（包车厢）、包机等“点对点”运输。

（三）实施旅游景区限量预约错峰接待。A级旅游景区合理设置游客接待上限，4A
及以上旅游景区除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外，做到应约尽约。严格控制旅游团队规
模，严格实施跨省旅游经营活动管理“熔断”机制。文化和旅游部门要在当地党委、政
府领导下，按照属地疫情防控要求，动态掌握属地4A及以上旅游景区预约游览人数等信
息，加强与交通运输部门沟通协作和信息共享，交通运输部门根据游客交通需求及时优
化运输线路和运力安排，确保运游衔接顺畅，减少聚集。

（四）认真做好交通运输疫情防控。督促客运和客运场站经营者按规定对场站、交
通运输工具进行通风消毒，严格查验旅客健康码，开展体温检测，提醒旅客全程规范佩
戴口罩、落实“一米线”外等候等要求。要优化售票组织，积极拓展线上售票渠道，鼓
励采用人脸识别、刷证核验等非接触方式进站，及时增加进出站通道和安检通道，加强
站内客流疏导组织，引导乘客有序分散候车（船、机）和排队登车（船、机）。按规定
落实分区分级交通运输工具控制载客率、设置隔离区等要求。加强农村地区交通运输疫
情防控。严格落实进京客运管控要求，严格查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
康宝”绿码；及时暂停14日内有1例及以上感染者的地市进京道路客运服务。加强对春
运一线从业人员健康监测和管理，严格落实个人防护要求，规范操作流程。交通运输
部、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铁路集团要结合实际视情修订完善各方式客运场站和交通运
输工具春运疫情防控指南，并指导各地做好落实。

（五）强化口岸入境人员闭环管理。沿边、沿海地区交通运输部门要继续落实“外
防输入”工作要求，严格执行公路水运口岸入境运输“客停货通”政策。严格落实民航
入境人员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在当地疫情防控领导机构统一领导下，以最严措施组织做
好“点对点一站式”入境人员接运工作，确保车辆人员保障到位、现场指挥调度到位、
司乘人员防护到位、车辆消杀到位、转运流程形成完整闭环。对口岸直接接触入境人
员、物品、环境的高风险岗位人员，严格落实集中居住、封闭管理，做到人员相对固
定、规范防护，及时轮换，并实施高频核酸检测和日常健康监测。

（六）强化口岸环境检测消毒。针对候机楼、候车室、港口客运站等重点场所环
境，以及机场廊桥和设备等，定期开展预防性消毒，对旅客和行李高频接触的物体表面
加大消毒频次，对入境交通工具严格消毒，对运输感染者的口岸交通工具严格终末消
毒，并及时开展消毒评价，严格规范处置入境交通工具产生的固液体废弃物。

（七）加强冷链等物流防控管理。各地要督促指导进口冷链食品物流企业加强防控
知识培训，建立健全并严格落实消毒通风、从业人员防护、信息登记等操作规程，建立
员工健康异常报告制度，一旦发现疑似症状等情况应当及时上报，并采取有效处置措



施。地方疫情防控领导机构应加强对引航员、直接接触冷链食品的港口装卸人员，以及
驾驶员、装卸工、船员等一线人员的劳动保护，纳入“应检尽检”范围，按规定定期开
展核酸检测，优先接种疫苗。按规定做好进口高风险非冷链集装箱的国内段运输载运工
具，以及箱体内壁消毒工作。

（八）加强疫情防控应急准备。各地要根据突发疫情不同规模等级，以及可能引起
的交通管控、客流突变等情况，按照《2022年综合运输春运疫情防控分类应对工作预案
要点》，周密安排运输组织、安全应急、运输服务，加强人员保障和物资储备，确保运
力和保障队伍安全可靠，防疫物资处于有效期或正常运转。对应急运输组织、响应程
序、应急措施等方面，要强化应急演练和业务培训，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及时有效
应对突发情况。

二、全力确保交通运输安全有序运行

（一）加强安全监督管理。要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运输生产经营单位
严格执行安全管理规定要求，认真开展安全隐患自检自查，对发现的问题隐患做到立查
立改。要严格落实主管部门安全监管责任，加强“两客一危”重点营运车辆动态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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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大安全督导检查力度。

（二）强化安全应急准备。要针对恶劣天气和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事故等各类突发事
件可能造成的运输受阻、旅客集中聚集、险情事故等情况，完善有关预案，建立协同工
作机制，统筹做好应急运力、物资储备及应急运输组织等工作，发生突发情况，及时启
动应急响应，迅速有效处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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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客运企业严格落实限行、禁航、停飞规
定，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

（三）全力确保安全稳定。各地要深入排查交通运输大货车、出租车和网约车司机
等重点群体稳定风险，强化对交通运输新兴业态监管，强化重点人员的教育疏导，将矛
盾风险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确保安全稳定。

三、强化旅客出行服务保障

（一）切实做好旅客运输组织。各部门要加强协同联动，共同研判分析春运客流趋
势特点，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基础上，优化运力调配，科学安排班次计划，加大客运枢
纽场站、公园、商超、景区等重点区域运力投放和应急调度，积极发展机动灵活、小批
量的班车客运定制服务，有效满足群众出行需求。强化干线运输与城市交通衔接，组织
做好旅客联程运输，特别是夜间到达旅客疏运，推动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安检流程优
化，提高进站和换乘效率。各地与铁路部门要加强沟通，因疫情防控需暂停铁路车站乘
降业务的，要提前协调，铁路部门要周密安排，保证铁路安全畅通。要及时调整落实票
务退改签政策，认真做好旅客组织和信息发布。

（二）强化重点旅客服务保障。指导督促客运枢纽站场严格落实环境卫生要求和服
务标准。关爱帮扶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根据客流情况及时增加售票窗口和自助售票
终端，为不会使用或者没有智能手机的老人、儿童等乘客提供代查健康码、协助信息填
报等服务。落实军人、消防救援人员依法优先优惠政策。针对务工、学生等客流人群，
积极开展上门售票、专线运行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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