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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春运工作机制办公室 

关于印发《2021 年威海市春运工作 

组织保障方案》的通知 
 

春运工作机制成员单位，威海港集团、机场集团、公交集团、交

运集团、交通场站公司： 

为贯彻落实国家部委和省委、省政府有关春运工作要求，认

真做好我市春运工作，市春运办制定了《2021 年威海市春运工作

组织保障方案》，现予印发，请结合各自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威海市春运工作机制办公室 

威海市交通运输局（代） 

2021 年 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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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威海市春运工作组织保障方案 

 
2021 年春运自 1 月 28 日开始至 3 月 8 日结束，共计 40 天。

为统筹做好全市 2021 年春运工作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确保圆满

完成全市春运任务，制定本方案。 

一、春运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按照省委、

省政府以及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进一步

增强做好春运和疫情防控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毫不放松科学

精准抓好春运疫情防控，有力有序保障人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和

重点生产生活物资运输顺畅，努力打造“平安春运、健康春运、

便捷春运、温馨春运、诚信春运、绿色春运”，确保实现疫情防控

与春运保障“双胜利”。 

二、春运形势和运力准备 

（一）春运总体形势 

综合研判，2021 年春运期间全市客流量不确定性较强，将显

著低于往年，预计全市旅客发送量 110 万人次，较疫情发生前的

2019 年下降 48.3%。其中道路 30 万人次，下降 49.2%；铁路 55

万人次，下降 47.1%；民航 18 万人次，下降 44.3%；水路 7 万人

次，下降 5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5%86%A0%E8%82%BA%E7%82%8E/54195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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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征：受新冠疫情影响，2021 年春运主要呈现四个特征。 

一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严峻复杂形势对春运组织保障带来前

所未有的挑战。境外疫情流行加速，国内疫情零星散发和局部聚

集性疫情交织，防控形势严峻复杂，春运期间人员集中流动性增

大，将加大传播风险，春运组织面临保障旅客便捷出行、货物顺

畅通行和阻断疫情传播的多重压力。 

二是客流结构变化明显。随着我市前期实施减少人员流动的

一系列倡导措施，短途客流占比将上升，小客车出行偏好明显增

加，节前客流较分散，节后相对集中。 

三是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客运企业前期受疫情影响较大，春

运期间个别运输企业和业户容易产生“多拉快运”的冲动；安全

生产的“双基”工作还不稳固，在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安全应急

处置等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我市今冬低温以及大风降雪等恶劣

天气频发，极易引发安全事故。 

四是煤电油气运输保障任务艰巨。能源物资供应紧张叠加疫

情防控通行管控，对应急运输组织提出更高要求。 

（二）运力投放 

春运期间，各运输方式运力安排如下： 

道路运输方面，受疫情影响，今年春运期间，道路客运量将

出现大幅度下滑，预计春运期间道路客运量将下滑至以往同期的

50%。客源主要集中在蓬莱、东村等周边地市以及省外的河南方

向。受各大院校、场矿企业提前放假影响，春运客流将有所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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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客运量总体较小，节前客流总体平稳，节后农历十五以后，可

能迎来客流小高峰。全市拟投放客车 817 辆（含客运包车 477 辆）、

班车日开行班次 592 个，出租车 2490 辆，公交车 2283 辆，充分

保障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客流高峰和应急突发疏运任务。 

水路运输方面，全市计划投入各类客（滚）运输船舶 68 艘、

16356 客位、332 车位、1947 箱位。其中，威刘航线旅游船 22 艘

/3025 客位；威大航线客滚船 3 艘/5850 客位/332 车位；中韩航线

客货班轮 6 艘/7004 客位/1947 箱位。 

民航运输：威海机场春运期间计划起降 3286 架次 29 万个座

位，日均 82 架次 7250 个座位。 

各部门各单位要科学精准研判春运期间客货运输新形势，预

测春运客运需求和流量、流向，合理制定运输方案，供需两侧发

力，统筹安排运力资源，在重点区域、热点线路和高峰时段提前

调配运力，增开车次、班次，满足旅客出行需要。 

三、强化春运工作组织领导 

（一）建立健全协调机制 

按照国家部委及省政府要求，建立以市政府分管领导任召集

人的市春运工作机制（成员名单附后），统一指导全市春运工作。

市春运工作机制办公室设在市交通运输局，负责统筹协调组织日

常工作，文件以市交通运输局代章形式印发，各成员单位按照职

责分工分别做好各项工作落实。各区市要参照市春运工作机制建

立相应机制。各级春运机制要注重协调配合，统筹组织辖区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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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加强春运日常运行监测，落实疫情

防控措施，科学预测研判，增强运力供给，确保组织有力、推进

有序，形成春运工作强大合力，最大限度满足群众出行需求。 

（二）科学制定工作方案 

各区市春运工作机制及成员单位要科学制定和完善春运工作

保障方案、疫情防控方案、应急处置预案，制定任务清单，明确

目标要求，明晰疫情防控措施，厘清安全责任，并监督落实和实

施。 

（三）及早动员部署 

各区市春运工作机制结合全省春运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对本

市春运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强化跨领域、跨区域、全要素、全流

程协同联动，因地制宜全面开展工作。 

     四、毫不懈怠抓好春运疫情防控 

（一）严格落实客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防疫措施 

春运期间，各部门要严格按照国家、省和有关部门制定的分

区分级疫情防控规定，把疫情防控作为春运工作的重中之重，坚

持底线思维，筑牢疫情防线，严防死守“威海阵地”。要落实客

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消毒通风、客座率控制、临时隔离区设置

等防控措施，严格落实健康码核验和体温检测，做好发热乘客信

息登记和移交。 

要切实增强责任意识，全面做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工作，

坚持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局部应急处置相结合，进一步强化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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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客运枢纽等人员密集场所管控，压实中高风险地区来（返）

威“第一落点”所在地属地责任；各成员单位要成立春运工作领

导机构，明确工作职责，认真研判我市春运工作和疫情防控形势，

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机制和应急预案；要进一步开展安全隐患和

疫情排查工作，对重大隐患建立台账，实行挂牌督办，限期整改

到位，建立疫情防控监测体系，设立固定和流动疫情监测点，坚

决防止境外输入。 

（二）减少人员流动和聚集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教育、文化和旅游部门要按照省政府

有关要求，落实务工人员错峰返乡返岗或留岗过年、高校学生避

峰放假开学等引导措施。做好客运站快速测温、查验“健康码”

和客流引导，严格“一米线”设置，积极开展网上售票、推行电

子客票，鼓励采用人脸识别、刷证核验等非接触方式进站，避免

人员聚集。 

（三）加强乘客和一线工作人员个人防护 

客运一线服务人员要全员规范佩戴口罩，督促要求旅客全程

佩戴口罩。加强对客运一线服务人员健康管理，严格日常健康监

测和定期核酸检测。在知情自愿的基础上，在春运开始前对春运

一线服务人员实现疫苗“应接尽接”。 

（四）做好疫情防控应急处置 

交通运输各部门要针对局部突发疫情可能引发的交通管控、

客流突变、车次航班停开等情形，提前制定有关应急预案，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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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疫情规模等级，加强应急运力和防疫物资储备。加强实战化

演练和队伍培训，确保调度有力、处置得当。 

（五）强化春运疫情防控检查指导 

卫生健康部门要加强春运疫情防控指导，及时通报疫情信息。

春运开始前，各区市及各部门要组织对春运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和

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及时发现和整改各类隐患。各区市及各成员

单位要严格贯彻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春运工作专班印发的

《2021 年综合运输春运疫情防控总体工作方案》，因地制宜开展

工作。 

五、坚决落实春运安全生产 

各区市及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

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按照“管

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

的要求，层层严格落实地方党委政府领导责任、部门安全监管责

任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结合全省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集

中行动，在春运开始前对春运风险隐患进行拉网式全覆盖排查整

治，并将隐患排查和治理情况逐级上报，确保安全责任全面落实、

安全隐患彻底整治、重大风险有效管控。加强应急管理，防范恶

劣天气影响，进一步做好对春运车辆及驾驶员的动态安全监控，

做好防堵保畅救援的各项工作。 

1、交通运输部门要对监管的运输企业、场站码头、车辆船舶

及人员从业资格和企业制度建设等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企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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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确保车船运输安全。要强化隧道、道路、桥梁、码头、航

道等基础设施的维护保养，确保符合安全要求。道路运输企业要

严格执行长途客车凌晨 2-5 时停车休息或接驳运输制度，坚决杜

绝“三超一疲劳”等违法违规行为。水运企业要严禁船舶“带病

营运”、非法营运，切实落实恶劣天气限制开航等要求。 

2、铁路部门要强化对线路、设备，特别是新投入运行的设施

设备的养护管理，严格遵守各项作业标准，加强实时监控和现场

安全管理。要严格执行安检制度，严防夹带“三品”进站，要全

面优化旅客进出线路组织管理，防止出现拥挤踩踏等事故。要落

实道口作业标准，加强监护员培训，严格值班制度，确保道口安

全运行。 

3、机场集团要认真履行职责督促航空公司、机场等各要素保

障单位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和程序要求，坚决杜绝超负荷生产，确

保飞行安全。 

4、公安交警部门要强化路面安全监管，紧盯长途班线、旅游

包车、危险品运输、城市交通等重点领域，瞄准道路交通安全隐

患，突出重点时段、重点路段、重点企业、重点车辆、重点驾驶

人、重点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加大路面交通管控，进一步改善

道路通行秩序，全力遏制发生重特大交通事故。 

5、海事部门要强化海上交通安全监管，严格开展船舶安全监

督检查，保障客运船舶、煤电油运输船舶适航、船员适任、货物

适载，严查客运船舶超客、非法载客、非法夹带危险货物等违法



                                                 - 9 - 

行为，及时发布海上风险预警信息，科学实施禁（限）航，严防

各类重特大海上交通事故的发生。 

6、各春运工作机制要充分评估天气因素对春运的影响，制定

和完善应对恶劣天气、设备故障、道路事故、客流激增、延误晚

点等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公安和交通运输

部门要建立恶劣天气应急联合指挥机制和路警联动处置机制，共

同协调做好恶劣天气道路交通应急管理工作。 

六、优化提升春运服务品质 

（一）保障路网畅行 

加强春运高峰时段、重点路段的路网运行动态监测，提前对

春运易拥堵路段和收费站开展排查并制定疏导绕行方案，利用多

种方式发布路况信息。提前备好铲冰除雪等物资设备，提高公路

疏通效率。在高峰时段，做好现场交通疏导和远端分流，继续执

行高速公路严重拥堵上报制度，对于拥堵超过 10 公里并持续时间

超过 1 小时的路段，要第一时间报告市春运办，市春运办上报市

政府。加强电子不停车收费（ETC）车道运行监测，落实好节假

日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和“绿色通道”政策。 

（二）优化售检票服务 

继续开展团体票预定服务，充分发挥电子客票优势，增设自

动检票机、安检仪，推广自助实名制检验通道。道路客运要积极

开展定制服务，道路水路客运要提升联网售票服务水平。机场要

进一步推广电子登机牌，实现“无纸化”便捷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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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善运输衔接 

铁路和机场等部门要主动提供班次、客流量等到达信息，交

通运输部门要组织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运力做好接驳衔接。

在客流集中的客运枢纽，要建立跨部门指挥协调机制。足量投放

机场、高铁站等接驳车辆及预约巴士等联运服务，提升旅客出行

满意度。 

（四）服务重点群体 

严格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

困难实施方案》要求，保障老年人群体在智能化条件下的出行服

务。主要枢纽场站要设立爱心通道、母婴哺乳区等，并落实防护

措施。全面落实军人依法优先的有关要求，为军人、消防救援人

员及其随行家属提供优先服务。规范客运企业价格行为，严格落

实伤残军人、伤残人民警察、残疾消防救援人员、儿童乘车优惠

政策。 

（五）做好重点物资运输保障工作 

在优先保证旅客运输的同时，要统筹安排好关系国计民生的

生产和生活物资运输；提前制定管控条件下的应急物资保障预案，

加强物资运输研判，优化运输组织，落实应急运力准备，加强对

运输应急和民生物资车辆的通行管理，确保运输通畅，统筹安排

好煤炭、油气等能源物资和粮食等重要生活物资运输，确保春运

工作安全有序开展。 

七、营造温馨和谐春运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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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做好春运舆论引导 

要积极配合宣传部门、媒体进行春运宣传报道和信息发布，

引导广大群众不扎堆、不聚集，保持良好个人卫生。加强春运正

面宣传，传播春运正能量，讲好春运新故事。加强对春运舆情的

监测分析，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二）精准实施志愿服务 

按照倡导发动、安全第一，因地制宜、精简岗位、优化服务

等原则，稳妥开展春运志愿服务“暖冬行动”。重点围绕疫情防

控宣传提醒、咨询指引等需求开展相关工作。按照“非必要、不

上岗”和“谁使用、谁管理、谁保障”的原则，切实加强志愿者

防疫和服务保障。 

（三）关爱一线职工 

各区市工会组织要加大对春运一线干部职工的关心关爱，结

合节日送温暖活动，对坚守在春运一线的干部职工开展走访慰问。

各单位要推动改善职工生产生活条件，积极通过调休、补休等方

式，保障假期在岗干部职工休息的权利。 

八、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 

（一）严格值守强化报告 

春运期间各区市春运办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守制度，自 1 月 28

日起至 3 月 8 日止实行春运“日报告”“零报告”制度，市交通

运输局、铁路中心、威海港、威海机场、场站公司等部门每天 15：

30 以前在“市交通局假期运量报送”微信群填报当天运量数据。



 - 12 - 

 

重大情况即时报告，市春运办汇总相关数据报送省厅及市政府。 

（二）做好春运总结工作 

春运结束后，各区市及各相关单位要按照省和威海市春运工

作要求，做好春运工作总结，于 2021 年 3 月 9 日前将春运工作总

结报送市春运办。省春运办将会同有关部门对春运工作成绩突出

的单位和个人进行通报表扬。 

联系人：孟凡琨    电话：5167117 

邮箱：whjtygk@wh.shando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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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春运工作机制成员单位分工表 

 
单位 工作分工 

市交通运

输局 

统筹协调全市春运工作，制订全市春运组织保障方案

和交通运输系统组织保障方案，承担国家部委和省政府、

市政府交办的春运日常工作。 
负责道路、公交、出租车管理和运输市场监管，落实

安全责任和应急职责，保障旅客服务质量。 

市公安局 
负责道路交通安全秩序管理，加大源头和路面交通安

全管控，快速处置交通事故，指导各地交管部门维护交通

秩序，落实应急职责。 

威海海事

局 

负责船舶、船员的监督检查，维护水上通航环境和通

航秩序，重点加强客船水上交通安全监督管理，依法查处

水上交通安全违法行为。 

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

会 

指导各级价格主管部门督促运输企业、客运站场和收

费公路业主等有关单位严格执行相关价格政策,加强春运期

间客运票价监测。 

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 
依申请加强机场周边和重要空域电磁环境监测，严格

查处无线电有害干扰隐患。 

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 

指导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大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

断执法力度，畅通价格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发现查处价格

违法行为。 

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

保障局 

负责组织务工人员有序流动,开展“两节”期间农民工专

项服务活动，营造关心关爱异地务工人员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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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教育局 做好学生安全出行知识及春运政策的宣传教育。 

市文化和

旅游局 
负责旅游客流组织，积极与运输部门衔接，配合做好

旅游客流的运输工作。 

市农业农

村局 
负责拖拉机驾驶员教育和培训，落实安全责任和应急

职责，加大交通安全宣传。 

市气象局 
加强与邻市天气会商，负责本市气象信息发布，为有

关部门提供春运气象信息服务。 
市委宣传

部 
负责全市春运宣传工作，协调新闻媒体对春运进行宣

传报道，营造和谐春运舆论氛围。 

市总工会 
协调对接用工单位开、放工日期，尽量避开春运高峰，

协助务工人员购票、包车包机等服务。 

团市委 
组织和指导全市青年志愿者为春运提供必要的志愿服

务。 

市卫生健

康委员会 

指导各级卫生健康部门加强春运期间新冠疫情防控、

重点传染病风险评估监测,及时通报重点传染病风险隐患,
加强对客运站场机场、码头等重点场所传染病防控工作的

技术指导。 
市应急管

理局 
依法参与春运相关生产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 

市地方铁

路事业发

展中心 

负责地方铁路运行保障，组织铁路客货运输，加强场

站秩序维护，落实安全责任和应急职责，与其他运输方式

协调联动等相关工作。 

机场集团 
负责协调航空公司运力安排、机务维保和旅客服务，

调度分析民航运输完成情况，加强民航运输安全监管，落

实应急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