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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帥北京報道）交通運
輸部新聞發言人舒馳25日在月度例行發布會上表
示，近期國內疫情形勢依然嚴峻複雜，部分地區
對貨車通行層層加碼、過度通行管控問題仍時有
發生，河南等地蔬菜運輸不暢的問題引發社會關
注，交通物流保通保暢工作面臨反彈壓力。他強
調，防止層層加碼，將嚴禁擅自關停關閉交通物
流基礎設施和限制運輸服務，嚴禁實施「靜默」
或封控管理的城市一律限制貨車進出，「對於群
眾反應強烈、反覆出現的問題，我們將進行公開

通報曝光，加強警示震懾，堅決防止層層加碼、
『一刀切』問題反彈。」
舒馳指出，針對部分地區出現的「一刀切」

限制貨車通行、要求貨車司機現場等待核酸檢
測結果以及滯留貨車司機生活服務保障不到位
等問題，交通運輸部高度重視，認真貫徹落實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精神和進一步優化
防控工作的「二十條」措施要求，將持續優化
調整通行保障措施，加強督辦轉辦力度，堅決
防止層層加碼、「一刀切」問題反彈，為維護

人民群眾正常生產生活秩序提供服務保障。
他表示，交通運輸部將督促指導各地科學精準實

施通行管控措施，切實做到「五個嚴禁」：嚴禁擅
自關停關閉交通物流基礎設施和限制運輸服務；嚴
禁「一刀切」限制封閉區域末端物流配送；嚴禁
實施「靜默」或封控管理的城市一律限制貨車進
出；嚴禁以等待核酸檢測結果為由限制貨車通
行；嚴禁以車籍地、戶籍地為依據限制貨車通
行，對有涉疫地區行程的貨車司機，落實「即採即
走即追」+閉環管理要求，保障通行順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戚紅麗、劉蕊 河南報
道）「誰知道上了高速，我卻走投無路，一眼
望去那汽車排隊就是一個堵，前進不能，後退
也痛苦」這首高速版本的《新鴛鴦蝴蝶夢》是
疫情之下貨車司機的日常寫照，「平時兩三天
能來回的，現在都得五六天甚至七八天，過卡
點要等，裝貨卸貨要等，而一旦碰到封路封區
的，則不知道要繞多少道等多少天才能到達目
的地了。」在漫無邊際的等待過程中，他們鮮
少能有機會下車，「說句不好聽的，吃喝拉撒
睡都得在車裏，跟坐監獄一樣。」

工作逾一周僅賺千元
「十個車，有八個都是夫妻車，因為現在啥

都漲價，再加上疫情訂單少，跑貨車基本上不
掙啥錢了」。42歲的貨車司機胡師傅和他的妻
子如今正在湖北某市裝鋁合金，裝完之後要再
去下一個市裝沙發，然後運到周口沈丘，「兩

家貨合起來才4,000塊錢運費，這趟出車一個多
星期，估計手裏也就落個1,000多塊錢。」
胡師傅是通過各大貨運平台接「散貨」，

「什麼都拉，哪兒有貨去哪兒。」但是，疫情
以來，他的可選擇範圍並不多，「高風險的地
方不敢去，但是你看這地圖上，高風險越來越
多，密密麻麻。」

廠方不讓下車上廁所
不僅如此，他們連下車歇息的空間也沒有

了。「很多廠子都規定不讓司機下車，意思是
不能跟他們廠子裏的人密切接觸，以防萬一有
問題，連累整家廠子。」現在，他們只能在車
上等着，「有些管理特別嚴格的，你就算是內
急，也不能下車去上廁所。」胡師傅表示，有
一次妻子偷偷下車上廁所，結果被廠裏人狠狠
訓了一頓，說她「違反防疫要求，再這樣以後
不讓我們來拉貨了。」

胡師傅幹貨運7年時間了，去年買了一輛新的
半掛式貨車，「貸款幾十萬買的。不買沒辦
法，之前的牽引車因為環保不達標，不讓開
了。」胡師傅感嘆，沒想到幹了半輩子了，連
老本都沒了，還背着這麼多貸款。
到了中午時分，貨還沒有裝完，胡師傅的妻
子就弄了點米飯，伴着生菜吃。狹窄的駕駛室
裏擺着一個小鍋，兩人很少用碗，直接就着鍋
吃。飯後，胡師傅蜷臥在車座後面休息。
胡師傅的妻子環視着凌亂的駕駛室感嘆道，

「你說這日子啥時候是個頭啊？以前跑貨車再
辛苦，但好歹是掙錢的，一個月起碼掙個兩萬
元。但是現在，跑車吧，不掙錢；不跑吧，家
裏一家吃喝拉撒還有貸款咋弄？」胡師傅家有
三個孩子，老大老三都在上學，「老二看我們
太辛苦，不想上學了，就去服裝廠幹活。」因
為疫情，胡師傅兩口子與孩子們很久都沒有見
過面了。

出車如坐監：吃喝拉撒睡 全在司機位

王偉最後一次拉菜去北京是11月上旬，他從山東德州市
裝了一車芹菜，四個小時抵達北京萬莊服務區檢查

站。「當時好多大貨車被勸返，車輛都堵在一起，我堵了
16個小時，最後還是被勸返。」王偉趕緊和貨主溝通，唯
一的辦法就是找一個代駕，把運菜車開進北京。

貨車若被勸返需請代駕成本增
檢查站附近的代駕費用800元-1,000元（人民幣，下同）不

等，貨主滿口答應承擔代駕費用。王偉花了1,000元找了一個
代駕，貨車進城後，他就在服務區等着，睏了就躺在隨身攜帶
的墊子上瞇一會兒。一車芹菜約有6噸，貨主賣完菜把車送回
來已經是兩天後了，其間貨主每天會給王偉200元的壓車費
用。但在最後結算時，貨主卻不認代駕費用，只給了他運費。
王偉氣不過卻沒有辦法。他給香港文匯報記者算了一筆賬，
以德州-北京專線為例，目前運費最高為3,000元，往返油費、
高速過路費約1,300元，代駕1,000元，三天完成一單訂單，獲
賠償若干壓車費用，他最後只賺到約1,000元。若再有一點車
損或遇到罰款，這一趟就是白跑，只賺一肚子氣回來。
還有一次，北京沒有進得去，王偉又把菜運回山東。回

來後卻被菜主扣了車，要他賠償3,000斤芹菜的損耗。這場
糾紛最後在王偉賠了1,000元之後結束，還自己搭上了往返
的費用。

進京有價無市 一半司機改路線
和王偉一起跑北京專線的「卡友」們有一個微信群，原

來群裏有40多人，而現在有一半不跑北京了，也有人把貨
車變賣了。王偉說，有一個「卡友」還跑北京，但他要求
貨主必須保證承擔代駕費用，否則堅決不接單。
「往北京的運費水漲船高，但也有價無市，我們都不敢
接單。」另外一位山東大貨車司機劉星（化名）9月初就不
跑北京了。「7日內有1例以上（含1例）本土新冠病毒感
染者所在縣（市、區、旗）旅居史人員嚴格限制進（返）
京。」劉星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僅這一條就擋住了八成
的大貨車司機。從對司機「彈窗」到後來的掃車牌查驗行

程，司機們望而卻步。
劉星的車隊一共有六七輛車，一天最多能運10畝地的芹

菜，主要銷往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北京去不了，劉
星就帶着車隊改跑山東聊城-河南鄭州線路。雖然鄭州有疫
情，但運送蔬菜的大貨車進出相對暢通。
10月份以來，山東濟寧、德州、濟南等地陸續爆發疫

情，劉星的車隊回程又面臨新的難題。因為有河南行程，
他的車無法下高速。如果必須進入，需要目的地社區或村
委會派人來接車。有時候卡口同意放行了，社區又不同意
接車，劉星就在車裏一臉無助。只有簽下保證書，車門上
貼了封條，劉星才能把貨車開到菜地。再後來，劉星的車
繞了好遠也進不去菜地，他乾脆就開車回家了。

為「洗白」行程碼 滯留服務區一周
「昨天晚上光是下高速口就下了五個小時。」河南司機

王師傅幹了近20年貨運了，今年是他覺得最難的一年。他
跑的是河南沈丘到山西晉城的固定線，主要是拉煤礦、化
肥。「上個月在家閒了一整月，一分錢沒掙。這一個月才
跑了兩趟。」
原先兩天都可以跑一單，如今需要一個星期。「能出車

能回來這都算是非常幸運了。」他說最近明顯感覺路上順
暢點了，希望能夠早日回歸常態。「今年年初鄭州疫情嚴
重的時候，只要行程碼顯示去過鄭州，就不讓下高速，直
接讓你回去。」王師傅沒辦法他就在服務區呆了一周。內
地行程碼即通過通信大數據定位人員的移動信息，最多顯
示過去7日所到城市。到沒有風險的區域逗留七天被人們
稱為「洗碼」。「等不顯示鄭州了，這邊也讓過了。」那
一周，服務區除了加油站，其他的店根本都不營業，「就
在車上啃饅頭、吃即食麵、喝礦泉水。」
王師傅覺得，現在運貨就跟「闖關」一樣，能順利下高
速了，但是卸貨也需要「看運氣」。現在一般要求接貨單
位到高速路口來接，「廠裏要簽保證書，不讓我們自己進
廠，接完再把我們送回來，不能過夜。光等廠子來接有時
候都得等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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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劉星時，因為山東的局部疫情，他
被封控在小區裏。根據內地的防疫要求，
貨車司機屬於防疫重點管控行業人員，為
了保證家人的安全，劉星不敢回家。自7
月份開始，他大部分時間就吃住在車裏。

「我每天最少做兩次核酸檢測！」劉星說，有時候甚至做
4次，且選擇不同的地點，就是想保證核酸結果的準確和自
己的安全。

劉星這趟回家前最後一次送菜是去了陝西西安，下高速之
後，他的車窗、車門全被貼上了封條。下午兩點下高速，直
到第二天中午貨主才來接車。劉星根本沒有想到會等這麼
久，他沒有在車上準備太多食物。整個往返行程一共36個小
時，劉星也是餓着肚子硬撐下來了。

此時的北方已經進入冬季，劉星準備了被子，晚上就睡在
車裏。前一段時間，劉星送菜到鄭州時，曾住進菜市場附近
的一家賓館，結果被封了三天。後來他寧願吃住在車裏，雖
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但習慣了就好。夜深人靜時，劉星會拿
出手機一遍又一遍看着兒子的視頻，片段裏穿着古裝的小男
孩在鏡頭前衝着他笑。

難忘送防疫物資備受尊重
另一邊廂，不出車的王偉終於有了時間，可以多陪伴在醫

院的母親，送送飯，盡一點孝心。
生於1989年的他經常被朋友笑長得像40多歲，「都是晚上

開車熬的。經常晚上10點裝車，凌晨開到北京。」
王偉並沒有談太多貨車司機的辛苦。最讓他印象深刻的是

2020年，他開車去山西臨汾送防疫物資。因為沒有找到加油
站，臨時下高速。交警了解到他是為當地送防疫物資，隨即
打開關卡，讓其他車輛避讓。這是他開大貨車這麼多年，唯
一一次抬頭挺胸通過高速口。至今回憶起來，他都倍感溫
暖，猶記得那份尊重。 ◆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春麗 山東報道

「我有 24小時核

酸檢測陰性證明，我也在現場

做了快速抗原測試，但檢查站

只認北京『健康寶』，根本進

不了城。」山東大貨車司機王偉（化名）向香港文匯報記

者坦言，「看着菜農的蔬菜毀在地裏我們一樣很心疼，但

不是貨車不拉菜，是我們沒法拉菜！」王偉五年來只跑北

京線，專門運送蔬菜。經歷了一次次「健康寶」「彈窗」

限行，無法進京之後，他唯有放棄北京市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春麗、戚紅麗、劉蕊

山東、河南連線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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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司機王師傅每次出車都要備
足食物。 受訪者供圖

◆胡師傅（左）休息時，妻子負責
盯着裝貨。 受訪者供圖

◆到河南某
地高速不讓
下，大貨車
遭遣返。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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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家人 久未回家

交通部嚴禁擅自限運 反覆出現問題將通報

◆◆工作人員在高速公路收費站對外省市車輛進行行工作人員在高速公路收費站對外省市車輛進行行
程碼查驗程碼查驗，，以加固以加固「「外防輸入外防輸入」。」。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王師傅在去往晉城的路上。其貨車
車身被貼上「封條」。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