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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头条，找华早

CHINA MORNING NEWSPAPER

　　11 月下旬以来，我国各大
高校安排学生提前放假返乡。由
于各地疫情防控形势复杂，返乡
政策不同，大学生回家过程中，
遇到了不同的问题。有人为了赶
在城市静默管理前，连夜步行到
高铁站候车；有人遇到打车就地
涨价，甚至被半路扔到高速上；
还有不少学生在返乡后，因为当
地“一刀切”政策，不得不接受
集中隔离。
　　目前，处在疫情高风险地区
的部分学校，仍在实行封校管理。
后续安排提前返乡的学校，也开
始联合当地政府部门，为学生提
供专车转运接送、增加高铁航班
等便利服务。
　　随着各地优化防疫措施、陆
续“解封”，大学生们开始期待，
返乡政策也能有所改变。

被顺风车甩客到半路

　　河南郑州某高校的学生李佳
是 11 月 21 日接到了学校提前放
假的通知。按照原计划，学校原
本在 12 月 17 日放假，那天中午
一觉醒来，她的朋友圈传出了提
前放假的消息。晚上，辅导员和
老师紧急召开线上会议，口头传
达了通知，要求学生尽快离校返
乡。
　　“当时听说，过两天郑州又
要静态管理，高速也会封闭，再
不走就只能等到封控结束，甚至
到过年”，李佳说。
　　郑州的大学生们收到消息
后，开始收拾行李、预订车票。
但很快他们发现，部分高铁票已
经抢空了，而市内的大巴和社会
车辆，也出现了运力紧张、就地
起价的情况。有学生提到，平时
50 元一张的大巴票，一度上涨
到 200 元；私家车则从 70 元涨
到了 500 元；包一辆车，需要花
1000 元以上。
　　为了包到一辆顺风车，李佳
一行 4人预约了近 5个小时。原
本，他们只需要花费 500 元，司
机觉得划不来，绕开平台，私下
将价格提升到了 600 元。每个人
多支付 25 元，倒也不多，李佳
和同学便答应了这个要求。但他

们没想到，司机行驶到半路时，
再次坐地起价，将价格抬升到了
800 元。
　　“理论半天，我压了 40 块
钱的价，他就把我们丢到了高速
上”，李佳记得，那天的天气雾
蒙蒙，几个人又饿又困，只能推
着行李往前走。家里人上不了高
速，因为疫情管控的原因，路上
也没什么车辆，等第二辆车到来
时，已经过去了 2个多小时。
　　当天下午 5点多，李佳才终
于回到了新乡老家。在这之前，
她只吃了两个面包和几块饼干，
喝了一瓶矿泉水。
　　目前，各地高校已经陆续提
前放假，不少学生遭遇了不同程
度的返乡困境。例如，河北石家
庄多所大学紧急放假，要求学生
尽快离校，许多学生连夜离开学
校，甚至拖着行李箱步行前往车
站。位于甘肃的兰州财经大学在
11 月 30 日发布通知，除了考研
学生之外，其他学生在 12 月 6
日之前离校。
　　由于不少高校是连夜或者紧
急通知，学生们感到迷茫、手足
无措。一些人买不到车票机票，
出校后又不能返校，一度滞留在
火车站。还有一些学生半夜在街
头流浪。
　　不过，也有一些高校和地方
政府优化返乡政策。例如，哈尔
滨工业大学提出，学生返乡遵循
自愿原则，同时，还增开了返乡
核酸专场检测，并为学生组织包
机和优惠购票，专车免费闭环送
站。而哈尔滨市政府也对大学生
返乡提供了增开动车航班、点对
点闭环转运等保障服务。

“一刀切”的集中隔离

　　提前放假返乡，除了交通路
途问题，很多学生要面临返乡后
层层加码、一刀切的隔离政策。
　　各地对于大学生返乡隔离的
要求不尽相同。一些城市要求大
学生返乡 48 小时前报备，落地
后只需最多 7天居家隔离，如果
不具备条件，可以免费集中隔离
观察。还有一些地方要求，学生
自己单独居家隔离，他们不得不

被安排到乡下菜地的草垛、老旧
房屋等地方。
　　但也有一些地方，对外地返
乡学生一律实施集中隔离，甚至
付费隔离的情况。在青海门源政
府官网上，一名网友自诉，当地
大学生放假回家后，一律被拉去
集中自费隔离，每天的酒店费用
80 元，饭钱 50 元，“完全不符
合国家隔离政策”。而当地政府
的回复则是，外来返乡人员较多，
而租赁隔离点费用已不能满足日
常运营，因此才对隔离人员收费，
住宿费原本为150元，对于学生，
已经给出了优惠。
　　在外省读书的李然在返回老
家陕西汉中前，先电话咨询了隔
离政策。社区网格员告诉他，除
了提前报备，无论是高低风险，
外来返乡人员都需要实行五天集
中隔离和三天居家隔离措施，并
且，隔离费用需要个人承担。
　　11 月 28 日下午抵达汉中高
铁站时，李然经历了“繁琐”的
防控登记流程。出站之后，所有
乘客被带到车站大厅，先是出示
行程码，接着上交身份证，配合
市级防疫人员进行信息登记。
　　李然向一名工作人员提出疑
问：为何要上交身份证，有没有
相应的执行文件？对方只是告诉
他，作为基层工作人员，只是执
行命令，公章文件是秘密，不能
给一般人查看。
　　在接下来的 3个多小时里，
李然又经历了核酸检测、区县级
和老家所在地的两轮人工信息登
记。这期间，车站里“人挤人，
乌央乌央的”。长时间的等待里，
人们越来越焦躁不安，防疫人员
也显得力不从心，“大家情绪激
动，指挥的人嗓子也喊哑了。”
　　“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疫情
防控，但如果车站有一例阳性，
这种场面一定会增加传染的风
险”。后来李然听说，那天下站
的人员中，确实出现了阳性感染
者，“这可能也是防疫人员乱了
手脚的原因吧。”
　　直到凌晨时分，李然终于坐
上了转运车辆，被送往县城安排
的隔离酒店。办好入住手续后，
已经是次日两三点。酒店是当地
配合防疫政策短时间内新装修

大学生返乡困境：“为何要上交身份证？”

的，水不够热，没法洗澡，
排水不畅通，尽管如此，5
天的食宿费依然在 600 元。
　　这一天里，李然错过了
几门重要的专业课程，纳入
期末考核的作业也没能及时
上交，他只能向学科老师逐
个请假、说明自身特殊情况。
　　12 月 4 日，刚刚结束自
费隔离的李然得知，防疫政
策又发生了变化，他所在的
县区免去了大学生集中隔离
的费用。当天返回汉中的晓
月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
只需要进行 3天自费集中隔
离和 4天居家隔离，而从省
内西安返乡的同学，已经不
需要集中隔离了。
　　除了汉中，陕西商洛、
江西上饶等地，返乡大学生
们称也存在同样的状况。返
乡学生们发现，回家的时间
不同，可能就要面临不一样
的隔离“待遇”，他们尝试
通过社交平台、国务院小程
序、地方投诉电话等，引用
国务院的“二十条”“九不准”
来表达诉求，如果运气好，
反映的问题就有可能得到改
善或解决。
　　目前，随着多地陆续“解
封”、取消全员核酸检测，
高校大学生们开始期待，返
乡隔离的政策也能同时放
松。

“希望早点回归正常
生活”

　　在疫情的不确定中，一
些大学生突破重重困难得以
返乡，同时也有部分疫情地
区的高校，仍在封控之中。
　　社交平台上，不少学生
发布了消息。苏州某大学的
陈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1
月 29 日前后，学校出现了
核酸异常的情况后，开始实
施封寝措施，除下楼做核酸、
取饭，不再允许学生出寝活
动。12 月 4 日，学校恢复了
常态化管控，但出校的审批
依然严格。后来，部分学院
通知继续线上授课，一些考
试也提前了。
　　目前，苏州的本土确诊
病例仍然保持在个位数增
加，学校允许期末考试申请
缓考，不过，提前回家不能
作为缓考的理由。陈力说，
不少学生担心，如果后续疫
情仍未好转，到元旦前后放
假时，春运人流量增加，学
生返乡会更难。
　　重庆一些高校的学生也
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不过在
11 月底，重庆大学针对学生
的诉求，发布了通知，同意
学生自愿返乡、提供专车接
送等服务，同时，下发餐费
补助、开放自习室和球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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