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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报集团全媒体评论员 姚莉

1月26日，为期40天的2024 年春
运大幕正式拉开，春运相关消息成为
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返乡摩托车大
军“盛况不再”这一媒体观察迅速登上
热搜，勾起了无数人对春运回家路的
追忆与感慨，引发人们对中国路网建
设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积
极讨论。

俗话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在 20 多年前的广东，每到春节前夕，
都会上演数十万人骑着摩托车，驮着
行李，穿行 321 国道，穿过肇庆市，一
路向西回家过年的场景。他们被亲
切地称为“铁骑大军”“摩托大军”。
2013 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一个讲
述摩托车大军返乡的公益短片，令除
夕夜电视机前的亿万国人潸然泪下。

彼时，摩托大军浩浩荡荡的回家
路，令人感动的同时也写满了不易。
它是游子归家心切的动人乡愁，也是
春运“一票难求”和“路网不通”的具
体现实，更是很多务工者为了节省车
费不得已而作的生活选择。

如今，公开报道称，广东省交通
部门 2022 年数据显示，骑摩托车经
广东肇庆过境往返广西、贵州等地
的摩托大军，自 2013 年春运期间达
到峰值约 110 万辆次后，呈逐年明显
下降趋势。在 321 国道沿线的广东
佛山、肇庆等地，“零星的骑乘者”让
人真切地感受到，摩托大军正随着
城市发展的变迁，逐渐成为曾经的
记忆。

日渐消失的摩托大军在当下成为
热门话题，在于这支特殊的队伍曾令
无数人感动，它是春运这场规模巨大
的人口迁徙中“特别的存在”，承载了
一代人的春运记忆。而它的消失，则
折射了十年来中国路网、高铁等设施
的不断完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
益提高，是最生动最鲜活的发展故事。

截至 2022 年年底，全国综合交通
网络总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公路总里
程达到53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通车
里程17.7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国家
综合立体交通网建成率约78.6%、主骨
架线路建成率约87%；建成全球最大的
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世界级港口
群，航空航海通达全球；中国高铁、中
国路、中国桥、中国港成为亮丽的“中
国名片”。

一个个数据记录了中国交通建设
与发展的辉煌，一个个普通人的出行
选择和感受，则是中国路网扩容最生
动的呈现。从骑着摩托跨越千里回家
过年到自驾成为最受青睐的出行方
式，从挤着绿皮火车站一宿到坐着高
铁去看“诗与远方”，从“彻夜排长队抢
票”到“手指一点、说走就走”，越来越
便捷完善的交通，按下了人们回家过
年的“快车键”，让人在囧途彻底成为
往日的故事。

每年的春运，可谓经济社会发展
的一面镜子。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预计将达到90亿人次，公路网预计每
天出行的日均车流量将达到 3720 万
辆，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4.8亿人次
……2024 春运数据的背后，流动着经
久不衰的浓浓年味，也折射着厚积薄
发的基建和交通运力。

一些蔚为壮观的春运现象消失
了，值得关注，但无需惆怅，因为新的
力量在生长，新的发展在呈现，新的故
事在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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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过年的摩托大军“盛况不再”冲上热搜，引发人们的回忆——

这些年，
我们走过的春节回家路

近日，庞大的回家过年的
摩托车队“盛况不再”的消息冲
上了热搜。回家过年是中国人
骨子里的执着，不管旅程如何
辛苦，春节到了都想着要回老
家。随着生活条件、交通状况
的改善，一些以前大家熟悉的
交通方式开始逐渐淡出人们的
视线，一些年轻人喜欢的有趣
的交通方式也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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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摩托大军
最多时超百万人

如今骑车是“享受自由的感觉”

2024年春运大幕开启后，有记者沿
着广东肇庆摩托大军返乡的必经之路寻
访，发现曾经的摩托大军盛况已不复存
在，但仍有一些零星的骑乘者，他们的骑
行返乡里程大多是三四百公里。

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地处改革
开放前沿的广东有巨大的用工需求，吸引
了数以千万计的外来人员远赴珠三角地
区务工。因此，多年来每逢春运，从广东
发往全国各地的旅客人数屡创新高。那
时，“回家难”是务工者每个年终岁末都会
遇到的难题。也就是在这时，约上老乡们
骑摩托车回家，成了一种新的选择。据广
东省交通部门统计，最高峰时返回各省区
的摩托大军规模超过100万人。

2013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一则
讲述摩托大军返乡的公益短片，令除夕
夜电视机前的亿万国人潸然落泪。故事
的主人公是在广东肇庆务工的汪正年和
他的妻子。汪正年说，2008年他买了第
一辆摩托车，此后的三年他们夫妻俩和
几名老乡都是骑摩托车回老家。选择骑
行回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春运期间
火车票一票难求；二是如果坐大巴回家，
春运期间票价比较贵。

汪正年说，现在骑摩托车回贵州的老
乡已经很少了，多数都是开车回家。就算
是骑摩托返乡，也大多是年轻人，并且他
们骑的有可能是价值数万元的机车。“新
一代人更看重骑行路上的感受，享受自由
的感觉，我们当年是以省钱和方便为目
的，与现在对比，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山东小伙辗转
35趟公交车

花7天时间横跨三省返乡过年

以往人们长途旅行多半会选择长途
客车，春运期间选择坐公交车跨省长途跋
涉的几乎没有。但2013年一位山东小伙
子却选择乘坐公交车，从浙江杭州回到山
东临沂，距离足足660多公里，前后共花了
7天时间，横跨三个省，转了35趟公交车。

当年27岁的山东小伙徐政国是山
东临沂人，在杭州上大学，毕业后和朋友

一起在杭州创业做电子商务。为什么坐
公交回家？他说，一是车票不好买，二是
希望通过坐公交车这样的方式完成一次
看似不可能的任务，给自己正在经历的
艰难创业路找些动力。

2013年1月27日，徐政国怀揣着厚
厚的路线图、背上行囊出发了，还在微博
上直播回家的过程。这一路，除了辛苦，
他睡几十元一晚的廉价旅馆，吃路边的便
宜快餐，不断奔波在公交站之间，2月2日
下午，徐政国终于抵达了老家山东临沂。

“这样的旅程让人收获很多！是一种
精神上历练、身体上‘摧残’的旅程，这种
旅程一生中一定要有一次。”他在微博上
总结。这一路，徐政国共辗转了35趟公
交车，花掉车费140多元，另外住宿和伙
食费400多元，算下来比坐汽车和飞机划
算不少。

汽车火车飞机自驾
混搭出行

交通方式更多样换乘更便捷

2017年春节临近，“抢票”进入高
潮，重庆日报记者曾作过一次微访谈，几
位读者分享了他们的春节回家路的变
化。

大学生唐耀说，乡愁是一张小小的
火车票。以前只有绿皮火车，现在家乡
开通了高铁。买火车票比以前方便多
了，火车站的候车环境也舒适了很多，乘
车体验更好了。最难忘的是以前有一年
买不到回家的火车票。当时每天早上4
点就起床去火车站排队买票，排了几天
队还是无功而返。后来好不容易买到了
一张票还是无座的，20个小时左右车
程，全程就在车厢人群中挤来挤去，鞋子
不知被踩了多少下，累了就直接铺张报
纸在车厢的过道坐着睡着了。那一刻我
才感到，原来故乡离我那么遥远。

公务员陈伟说，以往的回乡路，如果
选择坐火车，路上要花费20多个小时，所
以不得不坐飞机。现在高铁通了，交通时
间缩短了一半以上。如果早上出发，傍晚
就可以抵达老家，吃上父母做的热菜了，
这种感觉挺温暖。每年春节返乡的“最后
几公里”，都是我最难忘的冬季返乡路。
父母会准时在车站等候，等我到站了接我
回家。沿途听到乡音会觉得无比亲切，有
时经过曾经上学的地方，也会想起曾经的
故事，感叹树又长高了。到了小区楼下，
看见家中亮着温馨而熟悉的灯光，迎接我
的归来，真的很感动。

律师石勇说，去年我购置了一辆新
车，准备自己开车回去。如果遇到天气
不好或堵车等情况，也会考虑选择乘坐
火车回家。我期待故乡能改善居民居住
条件，特别是农村边远地区，交通、水电、
教育等基础设施能够进一步完善，生活
环境更加美好，成为游子都向往回去居
住的美丽家园。

58天2000公里
跨越3省1市

夫妻徒步回家过年当网红

以往徒步是交通不便时人们最后的

选择，如今，人们选择徒步很多时候是为
了健康，长途徒步则具有了其他的含义：
2020年，在湛江市打工的重庆开州雪宝
山镇村民马明松和刘玉久夫妻俩选择徒
步回家过年，成功成为了网红。

从广东湛江市到重庆市开州区雪宝
山镇，路程约2000公里。2019年，33岁
的马明松在广东湛江建筑工地打工，在
工作之余，他学着做起网络直播。11
月，他提出要徒步返回老家。11月 21
日，马明松在自己的网络直播间留下豪
言壮语：“这次要从湛江走路回开州，全
程直播不来半点假。”2019年11月22日
早上6点，马明松和刘玉久出发了。

一路上，马明松边直播边推车，推车
上的大箱子里装着水、干粮、帐篷、衣服。
马明松告诉记者，他和妻子文化不高，在
工地上勤劳苦干，赚的工资也不少，可他
想接触新事物，学习做网络直播，做个网
红。“我突然有了直播徒步回家的想法。”
他心疼妻子，可是他更希望自己能坚持
下去，纠结之后马明松让妻子先坐车回
家，可妻子死活都要跟着马明松。路上
遇到风景独特的小村，他们会留下多住
一天，遇到帮助他们的善良村民，他们也
会通过直播将爱心传播出去。

一路上，他们睡过桥洞、牛棚、住过野
外，夫妻俩风雨兼程，始终没有放弃。1
月18日下午，已经徒步58天的马明松和
刘玉久终于回到了家乡开州，他们迫不及
待打开网络直播，兴奋地跟网友介绍自己
的家乡。58天的徒步旅程让马明松和刘
玉久收获了17万粉丝，他们回到开州之
后，马明松的粉丝从四川内江、宜宾，重庆
城口，湖北宜昌等地赶来，为他的勇气点
赞，并送上新春的祝福。

重庆开专列
接老乡回家

为打工青年提供返乡绿色通道

“老乡，欢迎回家！”2020年1月18
日11点，广州南站D1822列车站台上，
重庆客运段乘务员正在为车身布置横
幅。这趟列车是渝籍青年返乡专列，是
由团市委指导、重庆驻广东省团工委发
起的一项服务青年的公益项目，旨在解
决在粤渝籍务工人员购票难问题，畅通
渝籍青年回乡绿色通道。

当年春运期间，重庆驻广东省团工
委统筹协调安排了7个班次的高铁、普
快列车，集中为1600余名在粤务工的渝
籍青年提供返乡专列。

“我们一家都是第一次坐专列，简直
是太方便、太贴心了。”在东莞上班的陈
明燕带着丈夫和女儿踏上了这趟回家的
列车。陈明燕的老家在大足，她说，以前

回家过年，买票是件头疼的事，现在从老
乡微信群里知道有返乡专列活动后，发
现从买票到取票完全不用自己操心，“在
外务工将近20年，第一次享受这个待
遇，我的同事十分羡慕我们。”

在深圳工作快10年的杨洋这是第
一次搭乘动车专列回重庆过年。“以前我
们要么坐飞机，要么自己开车回去，今年
选择动车就是因为它非常安全、便捷。”
杨洋说，自从有了孩子，出行时最看重的
一定是安全，以后回家过年都选动车。

从2004年在广州上大学到后来定
居广州，刘雯雯每年都要回一趟重庆。

“以前读书坐绿皮火车要20多个小时，
现在动车只要7个多小时，简直太方便
了。”刘雯雯告诉记者，她家在渝北，列车
到达重庆西站后，她只需再转乘去重庆
北站的公交车，就可到家了。

母亲带儿子
骑行700公里

从上海返回湖北，每天拍摄视频

以往由于交通条件不好，在距离不
远的情况下，很多人会骑自行车。如今
骑自行车回家已不再是一种无奈的选
择，而是磨炼意志、锻炼身体的方式。日
前，在上海工作生活的张嬴娟就带着上
小学的儿子踏上了骑自行车返回湖北过
年的旅途。

据媒体报道，今年1月17日，张嬴
娟母子从上海浦东新区出发，27日就到
达了安徽肥西县。对骑自行车回老家
的目的，她说，觉得开车回去无聊，干脆
决定骑行回家。而且儿子吉米才上小
学，正在生长发育，有一点点胖，带他一
块骑顺便锻炼一下他，不想让他在房间
里面玩游戏。

她告诉记者，按照计划，每天要骑行
40多公里，但实际上有时候骑不到，预
计从上海到黄冈，骑行将近700公里，大
致的路线是上海—太仓—常州—无锡—
镇江—南京—安徽—湖北，一路走国道
或省道。路线没有特别规划，只是制定
一个大致的方向，根据每天的体力看骑
到哪里，找附近的地方住宿。

张嬴娟每天都会拍摄视频记录这次
独特的旅行。在她的视频里，有骑行的
艰难，也有一些珍贵的瞬间：洒农药的无
人机、低空飞行的飞机。在路边碰到蒲
公英，两人也会停下来吹；碰上水池时，
吉米会拿石头打水漂。

本栏图片均由新华社发本栏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整理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