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民工返乡各地有福利

本报实习生 陈黎明

“今年是第一次在网上买票，很方便。 ”1 月 6
日， 笔者在北京火车站遇到了正在候车的许广文
和他的老乡。 年届 60 岁的老许来自江苏扬州，说
起话来总是笑眯眯的。 许广文在北京朝阳区一处
工地当建筑工，年关将至，他和一个老乡提着大包
小包，准备返乡和家人团聚。 与以往不同的是，今
年老许的返程车票是自己在网上买的。

随着网络购票方式的普及， 一些大龄农民工
已经开始尝试网络订票， 用网络订票是一种怎样
的体验？ 老许向笔者讲述了自己第一次网购车票
的故事。

备受线下购票折磨

“网上买票多省事啊！ ”说起通过网络订票，
老许前前后后提到好几次“很方便”。 而之所以选
择网络买票，还是由于此前线下购票的经历“太
苦”：背着大包小包还要排队，这样的经历，让老
许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不停皱眉叹气，“排队要排
好久，最短的也有将近一小时，这还不算啥，主要
是排了半天队发现还没票！ 白跑一趟！ ”老许初来
北京时，由于对车站布局不熟悉，“连卖票的窗口
在哪都不知道”。

备受线下购票“折磨”的老许只能让儿女在网
上帮他买票。 “这样省事多喽，我到车站直接拿身
份证去取票机就能取票。 ”尝到了这种购票方式的
“甜头”后，老许开始有了自己也试试网上买票的
念头。

但是，对于从未上过网的老许来说，网络订票
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没那么容易。 第一件让徐广
文心里犯嘀咕的事就是网上支付安不安全？

与老许同行的段姓农民工有过多次网络购票
经验，但也还是对网上支付“有些担心”，为了防止
可能的意外，“一般只在绑定的银行卡里存个千八
百元的，毕竟网络会有病毒什么的，怕网银里的钱
被偷了。 ”老许当初也有这种顾虑，因此打算通过
网络订票的时候颇有些犹豫。

“孩子们跟我说网上花钱很安全。 ”子女都很
支持网络订票，但是出于防范，老许还是专门办
了张新的银行卡， 用来绑定买票用的支付账号。
“这些都是闺女帮我搞的，我又不会。 ”老许指着
手机上的某银行客户端告诉笔者，女儿教了他怎
么转账，这是他买票用的“专用账号”。 “里面存
的钱不多，刚够买票用的，每次买票前就用这个
转点钱。 ”

儿女指点成功网购

“一开始儿子闺女教我怎么买，一步步怎么操
作。 ”刚开始学习网上订票时老许着实有些头疼，
感觉这种“年轻人经常用”的方式对他来说太过陌
生。 虽然有一部智能手机，但是许广文对购票软件
的使用还是很生疏，“手机玩得不熟练， 我买票在
电脑上买，就是 12306 网站。 ”

谈起当初学习网上购票，老许笑言“学了好多次
才学会”。 初次“触网”，许广文“还是不习惯，刚教完就
忘了”。 在儿女的多次指导下，老许“模仿孩子们操作
的步骤，一步步来，他们在旁边看着，不明白的地方他
们就跟我说。 但是后来我自己买的时候，又给忘了”。

许广文告诉记
者 ，2016 年夏天回
家，他按照子女教的
方法，在工地上的电
脑试着自己买一回
车票。 “我遇到不会
的地方就打电话问
他们，但是说了一遍
又一遍，我还是搞不
懂，学过的都忘得差
不多了。 ”许广文的
第一次网络购票计
划就这么落空了。

笔者采访了北
京站多个返乡农民
工发现 ， 这种情形
在大龄农民工中很普遍， 操作技能上的限制，是
他们普遍不会选择网上购票的最主要原因 。 从
2011 年开始，全国所有车次的火车票都可以实现
网上购票，但对于大龄农民工来说，方便是方便，
就是不会用。

不过有些人还是坚持摸索，并且成功了，老许
就是其中之一。

“万事开头难嘛。 ”老许笑着说，这次回家前，
许广文又动了自己买票的念头，子女不在身边，没
法现场教他， 但老许这次显得十分坚定，“我自己
买多方便，我也想学！ 这次不麻烦他们。 ”

“今天的票是提前两天订的 ，4 号在 12306
网站上查了下车次，现在的票还蛮好买。 ”据许
广文介绍说， 他的票就是通过工地的电脑在网
上订的。

遇到不懂的地方老许就在电话里和儿子女儿

沟通。 “现在还可以，基本上不用让他们重教了，不
懂的地方才会问。 ”谈及这次买票的经过，许广文
显得很兴奋，“虽然用电脑没那么熟练， 但是基本
上都会了！ 网上查车次也方便， 不用到车站打听
了， 在网上一搜就能看到还有多少张票， 票价多
少。 ”老许点开网页，登录个人账号，输入站点、订
票、支付，经过反复多次的练习，以前看似复杂的
操作，对他来说不再触不可及。

就这样，老许如愿实现了第一次网络购票。 许
广文站在一堆行李中， 晃着手中的车票颇为自豪
地说：“这是刚才在取票厅取的， 以后都不用来回
跑腿了，也不用到处打听问来问去了！ ”

许广文购买的是 1 月 6 日 21 点从北京站开
往扬州的车票，第二天一早，他们就会通过这张第
一次自己从网上买到的车票， 回到千里之外的故
乡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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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购票排长队总是白跑 网上支付安全吗直犯嘀咕 坚持摸索不放弃成功“触网”

农民工老许首次网购车票记

������本报讯（记者刘友婷 通讯员罗瑞雄）春节将
至，《工人日报》记者从广州市总工会了解到，广东
省市工会组织免费大巴帮助异地务工人员返乡，目
前，广州从化区明珠工业园区已有 501名异地务工
人员报名参加，报名人员的省份主要是湖南、广西
和江西。

据从化区总工会工作人员胡家慰介绍，今年
免费大巴返乡活动主要在广州从化区明珠工业
园区开展，据统计，报名农民工人数约有 501 人，
报名企业有 25 家，共 11 辆大巴。

异地务工人员所在的园区企业已建立工会组
织，并自觉申报工会经费。返乡时间为 1 月 19 日，
“活动报名时间为 2016 年 10 月 31 日~11 月 10
日，报名人数为 501 人，因此安排了 11 辆大巴。由
于 11 辆大巴可乘坐 550 人~560 人， 因此在不超
人数限制情况下， 仍有乘坐需求的异地务工人员
可继续报名。 ”胡家慰告诉记者。

������本报讯 （记者吴铎思）1 月 9 日，《工人日报》
记者在福州火车站广场看到， 这里已经聚集了不
少返乡农民工。

据了解，福建各地开展“平安返乡”活动已经
十多年，2017 年“情满返乡路”活动已启动。 福州
市总工会将开展返乡过年包车、 福州至成都优秀
“新福州人”免费返乡包机以及为回榕就业的优秀
“新福州人”报销返程交通费等活动。 福州市总工
会要求，各县（市）区、产业工会要广泛发动基层工
会为本单位农民工公路返乡提供协调包车、 团体
购票、代买汽车票等服务。 要积极与客运公司、汽
车客运站等联系，为返乡农民工提供上门售票、就
近接送等服务。

厦门市总工会推出的“平安返厦”交通补助一
直让许多农民工津津乐道。凡是非厦门籍外来职工
春节回家或探亲返回厦门工作的， 持正规交通票
据，均可获得最低 50 元、最高 300 元的交通补助。

������本报讯（记者黄榆）2016 年 12 月 30 日，昆明
市困难职工帮扶服务中心大厅，成都农民工程刚在
省、市工会给予 200元的补助后，只花了 78元便买
到回成都老家的车票。 据不完全统计，一天时间便
有 2000名农民工买到回乡的车票。

成功购票的农民工， 省总工会和市总工会还
进行分级补助，以减轻农民工的经济负担。 其中，
省总工会每人补助 100 元， 市总工会根据农民工
购票金额予以 50 元~200 元不等的补助。

据记者了解，为配合此次活动，铁路部门在工
会会员服务中心设置了 3个售票点。凡是当天买票
返乡的农民工，均可现场领取省总工会补助的 100
元。 票面金额在 150元至 200元的，昆明市总工会
补助 50元； 票面金额在 200元至 300元的， 补助
100元；票面金额在 300元以上的，补助 200元。

������本报讯（记者邹倜然 通讯员罗昙）杭州市总
工会日前启动了 2017 年外来务工人员平安返乡
活动， 为全市建档困难务工人员提供免费返乡车
票或报销车票名额。

首先是由工会帮助订购返乡团体火车票。 同
时，在 1 月 15 日至 1 月 25 日期间，各级工会动员
组织返乡外来务工人员较为集中的百家企业，与
经市运管部门检验后符合“春运”条件单位的百辆
客车实现对接，“包车”送外来务工人员平安返乡。

此外， 杭州市总工会还将为各单位上报的建
档困难务工人员家庭免费购买临客火车票或汽车
散票，每户家庭最高免费额度为 800 元。

在此基础上， 杭州市总工会还将通过 “杭州工
会”、“杭州发布”、“政在解读”微信公众号向全市返乡
职工发放节后报销返乡车票名额 500个。

微信号申领报销 500张火车票

为“新福州人”免费包车包机

开通 11辆免费大巴

返乡买票补助 50元~200元

平安返乡注意事项

●不携带危险物品进站、乘车
危险品禁止带上火车。 常见的危险生活用品

有：管制刀具、打火机、散装白酒、香水（花露水）、指
甲油、染发水、酒精、冷烫液、火柴等。更不能携带雷
管、鞭炮、汽油等违禁物品上车。

●检查回家物品
将最重要的东西，如身份证和车票、手机（及充

电器）、钱包、钥匙先检查好，并放在安全的地方。

●自驾返乡前做好检查
开车回家前，记得带齐文本证件，包括身份证、

驾驶证、车辆行驶证、车辆保险单、各种人身保险
单 / 卡(意外险、医疗险等)。

重要证件要贴身携带保管。有的省市车辆保险
只涵盖本省范围，出行前务必询问清楚，必要的话
办一个出省的附加险。

●拼车者最好是熟人
车主和同车人应分别将了解到的对方信息发送

给至少一名亲友，以备出现问题后联系使用。当与陌
生人拼车时，要注意预防骗子或劫车者，车主和乘车
人有必要互相了解对方的真实身份及联系方式。

●坐火车有序检票
有序排队检票，避免因拥挤引发踩踏事故。检票

时要查票、证、人是否一致，不一致的不能进站上车。

●谨防电信诈骗
退款退票。 骗子假冒铁路部门客服人员，以办

理“改签车票”“退票退款”为借口骗取购票人的验
证码，或直接指引购票人进行资金转账。

抢票软件。 不少“抢票软件”可能同时携带了木
马病毒程序，会窃取购票人的账户密码等隐私信息。

钓鱼网站。高仿真的 12306 网站或者网上银行
登录页面通常仅仅与官方网页网址存在一两个字
母的差异，不细心观察很难发现，且常以短信推送
的形式主动发送到用户手机上。

黄牛票。 有不少旅客寄希望于购买 “ 黄牛”
票，而这些“黄牛”可能会通过网络预先付款等方式
对购票人实施诈骗。

●不乘超员客车
客车超员时车辆超出其载重量， 会增加驾驶人

在行车过程中的不稳定性。车辆在超员状态下，载重
量增大，车辆惯性加大，制动距离加长，危险性也相
应增大。

●自驾车停车休息
在产生疲劳信号时就近停车，在车周围散步至

少 10 分钟。 如果仍然觉得累， 最好在车里眯一会
儿，直到疲惫感消失为止。

将车停放在有人看管的正规区域，并且索要发
票凭证。 即便没有正规停车场， 也要将车停在人员
相对集中的区域。

节选自中国工人出版社《平安返乡随行手册》

������1 月 9 日晚，北京西站售票大厅，来自四川南充的几位工友取完网
购票后正在候车。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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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0 日，
北京 西 站 检 票

口， 来自安徽省
马鞍山市的贾宏

俊扛着一张全家

福经过检票口。
今年 35 岁

的贾宏俊 2009
年和妻子到张家

口开了一家早点

摊， 并把孩子接
在他 们 身 边 照

顾。 2016 年 12
月 4 日 ，孩子年
满 10 岁 ， 按照
老家的习俗 ，贾
宏俊一家拍摄了

第一张全家福 。
春节临近， 贾宏
俊将这张全家福

带回老家给乡亲

们看看。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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