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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春运自 1月 26日开始至 3月 5
日结束，共计 40天。春运首日(1月 26日)
的火车票于1月12日开售。不同于往年，
今年的候补购票功能、车票改签范围均有
所调整。

可预填购票需求、订阅起售提醒

自 1 月 3 日零时起，铁路 12306 手机
客户端推出购票需求预填和火车票起售
提醒订阅两项新功能，旅客通过铁路
12306官方平台购票将更加方便快捷。

购票需求预填功能上线后，旅客可于
车票起售当日，预先填写乘车人、车次、席
别等信息，在车票开始发售时一键提交订
单并完成支付。

同时，铁路 12306还推出了起售提醒
订阅功能，旅客可根据车票起售时间，提
前通过系统设置多个提醒，以便及时提交
购票订单。

1月10日起学生务工人员春运专区预约

自 1月 10日零时起，铁路 12306手机
客户端推出春运期间学生、务工人员专区
预约购票功能。

自 1 月 10 日起，符合条件的学生旅
客 (已通过学生优惠资质核验且有剩余
优惠乘车次数)可通过“学生寒假订票专
项服务”专区预约购买春运期间 (1 月 26
日至 3 月 5 日)火车票，每名旅客最多可
同时提交 6 个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添
加 1 个乘车日期的 20 个“车次+席别”的
组合，可选席别为学生优惠票适用的硬
座、硬卧、二等座。已通过实名制核验的
务工人员可通过“务工人员春运预约订
票服务”专区预约购买春运期间火车票，
每名旅客可同时提交 6 个预约订单，每
个订单可选择“时间+车次+席别”的 1个
组合。

学生、务工人员通过铁路 12306专区
购买春运期间火车票，可提交开车前 17
天(含)以上的出行购票需求，最晚可预约
3 月 5 日的车票。符合条件的旅客可在
开车前 17天 23时前在 12306手机客户端
提交购票需求，在开车前 16天查询兑现
结果，须在开车前第 16 天 23 时前，通过
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专区支付票款，逾
期未支付的，订单自动取消；兑现成功后
逾期未支付达到 5 次的，不再提供预约
购票服务。

增加候补订单和备选方案数量

自 1月 11日零时起，铁路 12306网站
(含手机客户端)优化升级候补购票功能，
增加候补订单和备选方案数量，扩大候补
订单兑现时间选择范围，临时新增旅客列
车席位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
客，进一步提高旅客候补购票成功率。

具体变化体现在四方面：
一是增加候补订单数量。每名旅客

可提交的待兑现候补订单数量由2个增至
6个，每个订单最多可添加9名乘车人。

二是增加备选方案数量。原来旅客
提交候补订单时，可选择相邻 2个乘车日
期、每个日期可选择5个“车次+席别”的组
合，最多可选择 10个组合。优化升级后，
旅客可选择预售期内任意 3个乘车日期，
累计最多可选择 60个“日期+车次”的组
合，每个车次可选多个席别。

三是扩大候补订单兑现时间选择范
围。原来候补订单截止兑现时间最晚为
开车前 2小时，优化升级后调整为开车前
20分钟，旅客可在更大范围内根据实际情
况自主选择修改截止兑现时间。

四是临时新增旅客列车席位优先配
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旅客在提

交候补订单时，可选择接受购买符合出行
需求的新增旅客列车车票，如铁路部门临
时新增旅客列车，在车票起售时，铁路
12306 将自动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
单的旅客，旅客无需人工查询增开列车信
息再购票。

车票改签范围扩大

自 1月 15日起，铁路部门将优化车票
改签规则，扩大车票改签范围，旅客在开
车前和开车后当日均可改签预售期内车
票，将进一步便利旅客购票出行。

按照现行规则，火车票在开车前48小
时以上，可以改签任意车次，开车前不足
48小时以及开车后，仅可改签乘车日24时
之前列车。新规实施后，车票改签范围扩
大，旅客在开车前和开车后当日均可改签
预售期内车票，开车前 48小时以上的，不
收取改签费；开车前不足 48小时以及开
车后的，改签乘车日期之前(含当日)车票
的不收取改签费，改签乘车日期之后车票
的根据办理时间梯次核收改签费，具体改
签规则旅客可通过铁路 12306 网站和车
站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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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首日火车票12日开抢 规则有变、成功率增加

怀仁作为中国北方日用陶瓷的重要
产区，早在辽金时期，就有“陶埴一技、独
擅北方”之称。窑火灼灼，薪火相延。如
今的怀仁，有53家陶瓷企业123条生产
线，有5万多人在从事陶瓷相关工作，这
其中也包括一代又一代肩负传统技艺传
承和创新的匠人们。

1月8日，记者来山西省陶瓷艺术大
师孙健的工作室，看到他正在用中国画写
意手法在陶瓷上作画，一笔一画、精雕细
琢，一件普通的陶瓷在他手中成为创意十
足的陶艺作品，清新的生活气息与灵性的
笔墨气韵让这门传统技艺焕发出了全新
的韵味。

孙健告诉记者，自己从小喜欢中国
画，自从认识了李石志、李增平、麻渊等
怀仁当地艺术大师后，更坚定了他转入

陶瓷艺术行业的决心，希望利用自己的
特长，为自己的家乡，北方日用瓷都——
怀仁贡献力量。

瓷砚浸色墨香飞，瓷笔凌空点画
间。孙健表示，“每一款作品都凝聚着创
作者的心血和灵魂，赋予了它们质朴而
温润的生命力。”尽管在现代社会，许多
工艺可以通过智能化生产来实现，但要
谱写新时代陶瓷复兴的传世乐章，还是
离不开像孙健这样的匠人们，离不开他
们的“工匠精神”。

借助陶瓷艺术语言表现中国传统文
化的魅力，实现了文人画在瓷艺的最佳
表现。他说：“我用学到的中国画写意手
法入瓷，利用当地优势及釉中、釉下技法
绘制出大量的陶瓷艺术作品，并得到中
陶协的认可，获得了不少的荣誉。”

孙健的作品植根传统，大胆创新，以
气取势，因势传神表现出深邃的意境，作
品自然清新、趣味盎然。2019年获得山
西神工杯陶瓷大赛奖，2020年获山西工
美产业联盟晋艺太行杯文创奖，2020年
至2023年连获中国陶瓷创新与设计大
赛金奖。

在匠人们的传承与创新下，怀仁陶
瓷不断焕发生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陶
瓷风格。作为首批十大省级重点专业镇
之一，怀仁正把陶瓷产业作为全市产业
转型的首选目标，不断做精做优日用陶
瓷，努力促进陶瓷产业高端化、品牌化和
国际化，集群成势、发展壮大，以传统之
薪，点燃当代之火，朝着全国有影响力的
产业名镇不断迈进。

（王晓丽 赵万洋）

怀仁：中国画笔下的陶瓷“新”韵

朔州汽车客运北站朔州汽车客运北站
温暖学子回家路温暖学子回家路

连日来，我市各大高校陆
续开始放寒假，学生客流明显
增多。朔州汽车客运北站从
运力安排、提升服务等方面着
力，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学生
旅客顺利出行。

孙权 李妍 摄

本报讯“远亲不如近邻，大家都是认识
了几十年的邻居，没必要因为这件事吵得不
可开交，有什么事情可以商量着解决。”前不
久，由应县县、乡、村三级调解员组成的调解
团队在王庄村成功调处了一起邻里占地纠纷
案。这也是应县探索“快递式”调解工作法调
解矛盾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应县积极探索“快递式”调解工
作法，通过点单式、配单式等调解服务，将各
类矛盾纠纷解决在源头、化解在基层，走出了
一条“零距离”服务群众之路。截至 2023年
12月 14日，全县累计排查各类矛盾纠纷 716
件，调处700件，成功率达98%以上。该县依
托县、乡、村三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和辖区内网
格员等资源，按照就近、就地、方便快捷原则，
在各级调委会和网格工作站设立调解网点，
及时接待群众，受理案件。把律师、调解员、
乡村干部、网格员、乡贤能人、法律明白人等
纳入“调解人才库”，并将其性格、信条、特长、
能力、成功案例等列入调解员信息单，面向全
社会予以公开。当事人查阅信息单后，根据
个人意愿，自主选定调解人员，说明事情、诉
求，预约时间，做好准备工作。通过以上资源
配置，构建起群众点单、调解员接单、司法局
派单、网点结单的“快递式”调解模式。

对于一些复杂的纠纷和矛盾，应县还推
行 1+1+N“派单”模式，即 1支调解员队伍，1
块调解阵地，N名县、乡、村三级调解员。应
县根据案情需要在模式中“配单”，组成5—8
人的调解团队。他们接单后立即行动，采取
背对背、面对面等方法，说服当事人协商处理
问题，把纠纷化解在基层，实现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乡镇、矛盾不上交。

（任永亮 武跃林）

应县：
探索“快递式”调解工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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