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友传授春运买火车票新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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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运很快就要开始了。虽然多条
高铁线路的开通有助增加运力，但就春运
的特殊形势而言，亦难完全满足需求。 在
电话、 网络成为购票新潮流的形势下，如
何利用现代技术，顺利回家过年？近日，一
网友精心编制了《

2013

春运火车票新思路
购票攻略》。这份攻略分全国版和北京版，以北
京版为例，网友提供的攻略主要有：

攻略一：全局通拨。 订票电话若拨不
通，可以在号码前加拨北京铁路局管内各
车站所在城市的区号，相对容易拨通。

攻略二：巧用中转“曲线回家”。 若买
不到北京出发的车票， 可利用石家庄、天
津等地进行一次中转，按照中转站预售期
拨电话订票。 如

12

：

00

拨电话订购天津
-

佳木斯的
1489

次，再购买京津城际高铁，

分别取票即可。

攻略三：巧用证件
+

电话接票。若一位
乘客在两次订票时分别输入护照号、身份
证号，则可购买两张票。 电话接票的意思
是同一车次分两段购票， 电话订票时，如
K573

次北京西
-

东胜无票，则可以先按张
家口南站的预售期用护照号订购张家口
南
-

东胜这段车票，记录下来订单号
A

；再
按北京西站的预售期用身份证号订购北
京西

-

张家口南这段车票， 记录下来订单
号

B

。 分别拿护照
+

订单号
A

、身份证
+

订
单号

B

取票，持身份证上车即可。

攻略四：“迂回”回家。如北京
-

沈阳各
种车票均已售完， 那么可考虑买

2549

次
北京

-

鞍山，之后从鞍山迂回到沈阳。

攻略五：“包络法”。从前方站买起，在
北京上车。 如

2603

次北京
-

大同无票，那
么可以尝试购买

2602

次秦皇岛
-

大同（与
2603

次是同一趟车），持这张票在北京上
车即可。

攻略六：“越限”。 买到更远的站提前
下车。 如

K411

次北京
-

潍坊无票， 但北
京
-

莱阳有票，那么票买到莱阳，在潍坊下
车即可。

攻略七：“捡漏儿”。 抓住再次放票的
时间。 一般来说， 开车前一天

12

点
-13

点，

18

点
-19

点， 以及开车前三天
19

点
-

20

点，往往会放出部分剩余车票。 而春运
期间，每天

12

点、

13

点和
18

点均有再次
放票的可能。

攻略八：“黄村也是北京”。 地铁
4

号
线可直达黄村站， 因此可关注黄村站列
车。 如

K888

次天津
-

包头虽不停北京站
但停黄村。

攻略九：同一车次分段购票。如
K179

次北京西
-

郑州无座，但此车北京西
-

石家
庄和石家庄

-

郑州两个区间分别有座，那
么可分别买这两个区间的硬座票，同一辆
车，只需中途换个座位即可。 但要注意后
程开车日期，过零点是次日。

攻略十：“保底”。春运期间，热门线路
卧铺如同传说。 建议先买一张座票，至少
保证能回家。

攻略十一：常来窗口看看，多听售票
员建议。 第一时间没买到票不要紧，过后
还会有新的车票放出来。 另外，有的时候
听从售票员的建议，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
收获哦。

(

据《北京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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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传 2013 是火蛇年

忌穿红色？

专家反驳：癸巳年是“水中蛇”，

无论“水”、“火”，都与命运无关
� � �

最近网上有人煞有
介事地称“

2013

年是火蛇
年，忌穿红色，本命年的
人都不用买红的服饰，包
括袜子和腰带。 ”此外还
有人又炒作“

2013

年是无
春年、 寡妇年”。 专家澄
清： 癸巳年应是“水中
蛇”， 不过无论“水”、

“火”，都与命运无关。

北京古观象台王玉
民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按中国天干地支来计
算的话，

2013

年“癸巳”年，其中癸是天干，属北方
水，颜色属黑，巳是地支，属东南，在十二属相中代
表蛇，所以癸巳年是蛇年。六十甲子是中国很古老的纪
年方法，后来人们把六十甲子、五行、属相结合起来
排列，癸巳年应是“水中蛇”。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算命， 将六十甲子与
不同属性的五行连起来排列，叫“六十甲子年命纳
音”，如“甲子乙丑海中金、丙寅丁卯炉中火、戊辰
己巳大林木”等，排到壬辰癸巳年，是“壬辰癸巳长
流水”。所以癸巳年的水又是长流水，是一种阴水，

雨露之水，滋润万物之水。按古书中的说法，“长流
水者，混混无穷，滔滔不竭，就下必纳于东南”，对
应的人喜动不喜静。“不过上述说法属于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神秘主义成分， 原本是用来占卜算命的
说辞。 ”王博士强调，如果市民感兴趣可以了解一
下，图个吉利，但确实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网友评论
@

原上草的马甲
:

千万别迷信！一信就上当。

@

周其伦
2010

：确实值得普及一下这样的科
学常识，不然要闹笑话。 （据《北京晚报》）

■辟谣

■妙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