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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　刘鹏飞】2022-01-27 10:01:56
 

女士们、先生们，新闻媒体的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交通运输部2022年第一次例行新闻发布会。
 

感谢大家过去一年对交通运输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希望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得到大家的支
持和帮助，我们将尽力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共同助力交通当好中国现代化的开路先
锋！

今天距离冬奥会开幕还有一周时间，首先我向大家介绍冬奥会交通运输服务保障工作情
况。

过去一年，我部牵头的冬奥交通协调小组统筹推进冬奥交通筹办工作，全面完成冬奥专
用道施划、临时交通场站建设、交通指挥中心建设、冬奥交通疫情防控指南制定等重点
任务。

根据冬奥会赛时运行体系工作部署要求，交通保障组统筹做好赛时交通组织、交通疏
导、交通服务等工作。

一是赛时交通指挥体系构建完成。按照“三个赛区、一个标准”“构建扁平化调度指挥
体系”等有关要求，北京冬奥组委与属地加强融合，组建北京市冬奥交通保障指挥调度
中心和张家口市冬奥交通保障指挥调度中心，实现组委会与属地集中办公、一体化调
度。

二是服务保障力量如期就位。北京冬奥组委、北京市、张家口市共同筹措的6800余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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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用车和1.3万余名驾驶员已全部到位。国铁集团开发了12306冬奥订票专区，组织制定
冬奥列车开行方案。北京、延庆、张家口赛区510公里的冬奥专用道路网施划完毕，已
于1月21日全面启用。

三是前期服务保障有力有序。1月4日至20日，冬奥交通执行“小闭环”管理，为提前入
境的涉奥人员提供机场接驳和驻地往返场馆间的专用班车、出租车、包车等服务。1月
21日起，正式为涉奥人员提供交通服务。总体看，交通运行平稳，服务保障有序。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开闭幕式、涉奥人员抵离、运动员转场等关键环节，加强交通服
务，确保防控到位、保障到位、服务到位、响应到位，为举办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
奥运盛会提供有力的交通运输保障。

今天向大家通报的情况就是这些，下面进入提问环节。请在提问前通报一下所在媒体，
谢谢！

【中国交通报记者提问】2022-01-27 10:06:45

针对冬奥期间可能会发生大雪大风等极端天气，在交通运输环节应急处置上有哪些应对
预案？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　刘鹏飞】2022-01-27 10:06:56

谢谢你的提问！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时正值冬春交替，极易出现强降雪、道路结
冰、浓雾、大风等极端天气，做好极端天气应对处置对保障北京冬奥会交通服务有序高
效至关重要。

北京冬奥会运行指挥部交通保障组针对极端天气应急处置从四个方面做了精心准备。

一是建立健全应急体系。组织京冀两地和铁路交通服务保障单位制定冬奥交通保障应急
预案，并加强应急演练，构建冬奥交通保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就在上周四也就是
1月20日，我部联合北京市人民政府开展了冬奥会极端天气综合交通保障应急联动演
练，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五省区市交通运输部门参演，进一步提升冬奥赛
时交通应急处置水平。

二是加强协同联动。会同气象、应急等部门做好强降雪、浓雾、大风等极端恶劣天气预
警，确保信息准确及时、传递到位。加强与冬奥赛事组织部门的协同联动，赛事变化
时，及时调整涉奥重点人员的运输组织方案，避免人员大规模聚集和长时间等待。

三是做好通行保障。深入排查易积雪结冰路段，设置保障路段备勤点55处，除雪保障人
员1184人，储备除雪设备553台，融雪剂（液）1.8万余吨，确保应急人员随时待命，物
资储备充足。一旦降雪，及时做好铲冰除雪和通行管控。



四是强化安全管理。指导各运输服务保障单位开展驾驶员防御性驾驶、冰雪路面和山区
复杂道路驾驶等技能培训，切实提升突发情况应急处置能力。

下一步，交通保障组将不断优化提升恶劣天气应对处置能力，全力做好赛时通行和涉奥
人员运输服务保障。谢谢！

【新华社记者提问】2022-01-27 10:10:45

冬奥期间，如何做好交通运输各环节的疫情防控工作？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　刘鹏飞】2022-01-27 10:10:56

谢谢你的提问！

做好疫情防控是冬奥交通服务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为切实保障防疫安全，交通运输部
与北京冬奥组委、属地人民政府紧密协作，按照闭环内外“分区不重叠、流线不交叉、
界面严管控、人员不跨区”的要求，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一是细化防疫要求。按照北京冬奥会疫情防控总体指导意见和工作方案要求，制定冬奥
交通疫情防控方案和指南，细化闭环内外各类涉奥人员、交通运输各场景、各环节的疫
情防控措施。

二是压实防疫责任。建立完善防疫机制，将防疫责任落实到具体负责人，加强对各岗位
人员特别是闭环内工作人员的防疫培训，强化防疫演练，确保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一线
从业人员熟知防疫要求。

三是落实防疫措施。指导交通运输服务保障单位落实落细交通场站、交通运输工具和邮
政营业场所消毒通风、测温验码、个人防护等各项防疫措施，加强闭环内人员“点对
点、一站式”运输组织，坚决避免“脱环”“破环”现象。

四是强化疫情处置。时刻保持疫情应急处置体系在线，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及时做好人
员信息登记、接触区域消杀、配合流调溯源等工作。

自1月4日为提前来华人员提供部分交通服务以来，冬奥交通疫情防控措施执行良好，服
务保障规范有序。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冬奥会疫情防控总体要求，聚焦开闭幕式、人员抵离、跨赛区转
运、运动员转场等关键环节，统筹做好交通运输疫情防控和运输服务等工作，全力保障
涉冬奥人员交通环节健康安全，为冬奥会安全顺利举办提供有力保障。



谢谢！

【人民网记者提问】2022-01-27 10:16:45

我们注意到，交通运输部近些年持续推进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请问进展情况如
何？下一步有何推进措施？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　刘鹏飞】2022-01-27 10:16:56

谢谢你的提问！

按照国务院决策部署，我部于2015年开始实施乡道及以上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并连
续6年将其纳入“交通运输更贴近民生实事”，向社会作出公开承诺。2015年至2020年
6年间，我部累计投入车购税补助资金545亿元、带动社会总投资1224亿元，共实施乡
道及以上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103.5万公里，顺利完成“十三五”期公路安全生命防
护工程规划任务目标（82.7万公里），全面完善了普通公路特别是县乡公路交通安全设
施，建立健全了公路安全工作机制和制度措施，有效改善了行车安全保障条件，有力促
进了全国公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向好。

2021年，我部以村道为重点，继续推进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将村道安全生
命防护工程纳入车购税资金“以奖代补”支持范围和考核因素，并纳入党史学习教育
“我为群众办实事”项目重点推进，指导地方落实主体责任，加大资金投入，提升安全
保障能力。2021年全国累计完成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8.11万公里，其中村道安全
生命防护工程6.11万公里。

下一步，我部将持续提升公路安全保障水平。我部将与公安部联合开展“公路安全设施
和交通秩序管理精细化提升行动”，交通安全设施和交通秩序管理并重，“硬件”和
“软件”同提升，更加突出系统治理、综合治理、精准治理，不断提升公路交通安全水
平，让人民群众出行更安全、更放心、更舒适。

谢谢！

【中国交通广播记者提问】2022-01-27 10:21:45

能否介绍一下过去一年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情况？今年有哪些部署维护稳定态势？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　刘鹏飞】2022-01-27 10:21:56

谢谢你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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