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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摩托大军”去哪儿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 ， 每逢春
运 ，许多来自广西 、湖南 、贵州 、
云南和四川等地的务工人员骑

着摩托车 ， 从珠三角地区出发 ，
演绎着一年一度的春运迁徙 。顶
峰时期多达百万之数 ， “摩托大
军 ”成为我国南方特有的春运图
景 。

农历小年凌晨三点， 甘干荣
与妻子在广东佛山市南海区大沥

镇骑上摩托车， 踏上返回老家广
西贵港市平南县马练瑶族乡之

路。此趟返乡之行，他们要花近 20
个小时。

这三年来，甘干荣已习惯没有
“组团”成功，路途上结伴 10 年的
老乡们不愿再骑摩托车返乡。 “过
去人多时， 路上的摩托车浩浩荡
荡。 ”

行至 321 国道广西梧州东出
口春运服务站已是上午 11 点，甘
干荣和妻子下车休息。 321 国道连
接桂粤两省区， 梧州市东出口位
于两广交界处 ，是 “摩托大军 ”穿
梭川渝黔桂与珠三角过节、 复工
的必经之路。

往年的这个时候，甘干荣在这
挤满摩托车的地方歇脚需要 “插

缝”。 今年却显得异常空旷，这会
儿仅停着十几辆摩托车。

梧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

三大队教导员邹丹见证了 10 多
年来从广东进入广西的摩托车数

量从少到多、再从多到少的过程，
“2008 年是 7 万辆 ， 顶峰时期的
2013 年是 25 万辆。 而今年，预计
是 1.2 万辆左右。 ”

梧州交通部门数据显示，春运
从广东返回广西的“摩托大军”出
现下降的拐点是在 2014 年， 较上
一年减少 3.5 万辆，此后逐年大幅
减少。

������专家指出，除了这两年疫情的
影响， “就地过年” 导致返乡过年
的人数减少这个重要因素之外， 有
着鲜明时代印记的 “摩托大军” 在
数十年间从兴起到鼎盛， 再到淡
出，也折射出不少时代的深刻变革。

———以高铁为代表的长距离

公共交通迅速发展。 “摩托大军”
规模出现拐点的 2014 年， 正是贵
广、南广高铁开通之时。自此以后，
川渝黔桂等主要劳务输出地区与

珠三角地区实现高铁直通，高铁成
为不少在外务工人员返乡的首选。

数据显示，两广间春运动车开
行数量由 2015 年的 41 对增至
2022 年的 199 对。 运力的增加和
服务的细化， 让春运期间火车票
“一票难求”的局面不断缓解，越来
越多的返乡人员选择坐火车返乡。
此外，2016 年起，广西铁路部门已
连续 7 年定制开行 “温暖回家路”
返乡务工人员爱心专列 54 趟，免

费运送返乡务工人员超过 3 万人
次。

———道路基础设施逐渐完善。
过去，农村地区交通不便，而摩托
车的灵活性则满足了出行的需求，
成为许多返乡人员的首选。 近年
来，高速公路网不断织密，且随着
国家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的实
施，农村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水泥硬化路覆盖到村屯，返乡“最
后一公里”问题得到解决，不少摩
托骑手选择自行开车或者乘坐大

巴回家。
邹丹以往每年都在位于两广

交界处的梧州都连加油站春运服

务站执勤，“如今‘摩托大军’越来
越少，我们近几年也将工作重心转
移到高速路和梧州南高铁站周边

路段。 ”
———乡村振兴让更多外出务

工人员扎根家乡。 随着国家精准
扶贫、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

农村地区的面貌已焕然一新，越来
越多曾经赴粤务工人员选择回到

家乡，开启新的事业。
今年 50 岁的覃鸿非是广西藤

县古龙镇人， 曾在广东务工 10 余
载，也曾是铁骑大军的一员。 2017
年，他瞄准乡村振兴的机会返乡创
业，如今在家管护八角 50 亩，年产
量达到 1 万斤。 “在家门口也有赚
钱的机会，又何必外出打工。”经过
努力， 覃鸿非 2021 年在家乡建起
了两层小洋楼，生活愈发向好。

———群众收入水平不断增加。
党的十八大以来， 经济社会加速
发展，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跟经济
发展同步。 “钱袋子”鼓起来后群
众有了乘高铁、 坐飞机的能力和
底气，很多人也购置了更为安全、
舒适的私家车。记者近日在广西多
条高速公路看到，出现一队队挂着
“粤” 字车牌的私家车一路往西行
驶的新场景。

������尽管往年浩浩荡荡的 “摩托大军”
行进场景已不再，但仍有少部分务工人
员选择驾驶摩托车返乡过节。 “‘摩托大
军’未来还会减少，但肯定不会消失。 ”
广西罗城籍的梁芳萍今年与重庆籍丈

夫胡然共同骑行返乡过节，一身专业的
装备让他们在众多摩托骑手中显得格

外不同。
梁芳萍说，返乡是目的，但沿途的风

景和体验也是他们的追求。 “一边骑行返
乡一边游玩， 感受广西的山水， 这与开
车、乘坐高铁相比有着别样的体验。 ”

疫情防控仍是春运的重中之重，受
访骑手中仍有不少人对疫情有着担忧，
从而选择骑乘摩托返乡。

“现在疫情仍在持续，骑摩托接触
的人少，行动更自由。 ”家住广西平南县
马练瑶族乡石垌村的骑手卓源锋说，骑
摩托返乡有别于乘坐动车、大巴，能够
避免进入人员较为密集的区域，降低接
触风险，这不失为一种有效落实防疫举
措的返乡方式。

此外，受访骑手表示，尽管铁路网
络和农村地区路网建设已有极大改善，
但农村的公共交通网络建设仍有待加

强。 “相比需几趟中转、路费贵一倍的乘
车方式，坚持骑摩托仍是一个返乡的好
选择。 ”甘干荣说，尽管到县一级的公共
交通已经非常方便，但有的偏远村屯公
共交通依然难以覆盖。

有骑手在坚持 “千里走单骑”，暖
心的服务也仍在延续。 温热的姜糖水、
贴心的摩托维修服务……梧州市交警
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 从 2008 年为返
乡“摩托大军”设立简易休息棚开始，到
如今的多功能春运服务站，交警部门为
骑手们提供的暖心服务多年来持续不

断。 此外，梧州交警部门还增加流动执
勤车，沿 321 国道来回巡逻，为沿途摔
倒或者遇到车辆故障的摩托骑手提供

帮助。 据新华社电

逐渐消失的“摩托大军”

骑摩托回家的人去哪儿了？

谁还在坚持
“千里走单骑”？

������临近春节，许多在外务工人员正奔波在返乡路上。过
去，在我国南方，数以万计的外出务工人员会选择骑摩托
车返乡过年，浩浩荡荡的“摩托大军”成为春运期间一道独
特的风景。 近年来，这支“摩托大军”从高峰时期的百万辆，变
成了如今三三两两的“游击队”，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野。

“摩托大军”去哪儿了？ 他们因何“消失”？ “流动的中国”
有哪些变与不变？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展开了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