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 在曹安公路
上的昆山市花桥镇和上
海市安亭镇之间公路检
验站， 工作人员引导市
民快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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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昆通勤恢复，电子凭证是桩心事
“沪昆通勤”电子凭证审核速度慢 申领人数过多系统一度陷入崩溃

晨报首席记者 沈坤彧

昨天凌晨 4 点半，余先生从位于普陀区金沙江路附近的短租房出发，花 40 分钟左右到达上海
市安亭公安检查站。 在原地等到 6 点，车辆开始逐渐通过卡口进入花桥，他在 25 分钟后回到了位
于花桥的家，此时不到 6 点半。

过去三个多月中，位于昆山的花桥地区遵循江苏省防疫政策，原则上对上海实施人员不进不出
的管理政策。 6 月 1 日，上海解除全域静态管理后，6 万多沪昆通勤人却无法恢复日常的通勤生活。
他们被要求进行 7+7 隔离，因此绝无可能每日往返上海和花桥。 晨报关注到这个特殊的群体，并发
布了《宠物店店主在车上睡了俩月后被拦在花桥卡口，那些不回去、出不来的沪昆通勤人……》，反
映沪昆通勤难题。

余先生是我们当时的受访者之一，因为太太工作调动到安亭，两人从去年开始在花桥租房居
住，同时将上海的房子出租。 6 月 1 日起，余先生必须回单位复工，而太太仍然留在花桥。 由于上海
的房子租期未到无法收回，所以在过去 20 天里，他先后住过酒店和短租房。

19 日中午，《昆山发布》发出“2022 年第 103 号通告”，宣布于 20 日早上 6 点起有序开放在昆
山有固定住所或工作单位的人员沪昆通勤，余先生成为通告发布后第一批回花桥的通勤人。

�6：00
暂停提供电子凭证
� � � �根据这份通告，理论上非中高
风险区的沪昆通勤人将不再实施
7+7隔离政策，可每日往返上海和
花桥。但所有通勤人员须申领沪昆
通勤”电子凭证，经查验后方可通
行。

申领“沪昆通勤”电子凭证要
经过几道程序：首先须下载“鹿路
通”APP； 提前 24 小时通过该
APP的“沪昆通勤”模块进行信息
登记，填报包括个人信息、承诺书、
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等资料；
然后经审核方能获取电子凭证。

当天因为申领人数过多，程序
被挤爆，系统陷入崩溃。 因此当余
先生出门的时候，他并没有申领到
“沪昆通勤”电子凭证。 5点 15分
左右， 他驱车抵达安亭 - 花桥卡
口，这也是目前花桥地区恢复沪昆
通勤的唯一卡口，发现前面等待的
车辆已排成两三百米长队。而在旁
边的非机动车道上，也早已等候了
几百辆电瓶车和自行车。

在等待的人群里，有几人正在
进行现场直播，表示“要带大家感
受这历史性的一刻”。6点一到，机
动车和非机动车的喇叭声响成一
片，庆祝时隔数月后终于得以进入
花桥。 余先生在通过卡口时，工作
人员仅要求他出具了 24小时以内
核酸阴性报告和苏康码。

余先生在现场得知，因为“鹿
路通”系统崩溃，暂时不需要提供
“沪昆通勤”电子凭证。而且，如果
车主的苏康码是绿码，但核酸阴性
报告已过期，也可以直接在现场进
行核酸采样。 他觉得，采取这样的
方式还是很人性化的。

余先生还注意到，非机动车通
过得很快，但平时的五条机动车道
只开放了两条车道，因此还是花了
点时间。 “我后来看路口的监控，
大概到 6 点 40 分以后就比较通
畅了，当时检查口的两条车道又增
加了两个检查点位”。

另一边，在 6点沪昆恢复通勤
的时候，安亭也对花桥进入上海的
车辆进行了 48小时核酸阴性报告
的检查。 由于规则明确，大家都已
提前准备好，所以通行很顺畅。

7：00
地铁安亭站上车还有空位

6 点半左右，当余先生到家放
下行李，正在洗漱打算吃早饭的时
候，住在地铁 11 号线兆丰路站附
近的胡先生刚刚出门。虽然沪昆之
间已恢复通行，但 11 号线昆山段
依然停止运行。胡先生是长宁区一
家公司的程序员，公司 10 点左右
上班， 由于担心路上遇到问题，他
比平时提早两个小时出门。

因为地铁昆山段停运，他必须
到安亭站上车。“我骑了一段电瓶
车， 花了 10 分钟左右到兆丰路。
然后从兆丰路步行到安亭站，走了
10 来分钟。 7 点， 已经在地铁上
了。”8点左右，下了地铁的他在公
司附近做了个核酸，8 点 20 分，进
入公司。

他觉得这一路还比较顺畅，当
然和疫情前没法比，但至少恢复到
今年 2 月份的情况了。 2 月中旬，
因为苏州出现疫情，11 号线昆山
段就停止过运营，这一停就到了现
在。从那时起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
间，胡先生每天用电瓶车加步行的
方式解决从家到安亭站的通勤问
题。

相比 4个月前，他最直观的感
受是地铁站的乘客明显少了。“当
时安亭站进站的时候还得排队限
流，因为要把花桥段这三站的人进
行分流。 而疫情之前，虽然不用分
流， 但我在兆丰路这站上车的时

候，车厢每次都是塞满的。 ”
11 号线地铁昆山段共有三

站， 由近及远分别是兆丰路站、光
明路站和花桥站。 通常情况下，早
高峰的时候终点站花桥站和倒数
第二站光明路上车的人就能把车
厢填得半满。 而昨天，胡先生惊喜
地发现自己上车以后竟然还有位
子坐。

“很多花桥的小伙伴都在观
望，因为今天是沪昆恢复通行的第
一天，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他们
不敢冒险。 ”胡先生说，他昨天上
班肩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大
家打个前站，看看现在地铁到底是

什么情况。 在安亭站上地铁后，他
拍下车厢的照片分享到了微信群
里。

11：18-13：51
打不通“鹿路通”客服电话

吃早饭的时候，余先生觉得心
里不踏实。 保险起见，他决定还是
在花桥做个核酸检测。

根据通告，沪昆通勤人员每日
都要进行核酸采样， 上传 24 小时
核酸阴性报告证明才能更新电子
凭证。“万一上海的报告这里不认
怎么办？ ”他吃完饭就出了门，走

向核酸点。
余先生在花桥租的房子紧邻

安亭 - 花桥卡口， 因此那里设置
的核酸点位离他较近。“我以走路
的方式去卡口走了个来回，感觉下
来就是如果步行的话动线会很长。
因为很多路口都封了，必须按照他
们规划的动线来走， 就会绕不少
路。 ”

被封的包括兆丰路路口，余先
生发现这里设置了很多核酸检测
通道，将陆续投入使用。 他的手机
开了计步模式， 走完这个来回后，
共计 7500 步左右。 他说，平时相
同的路程用不了昨天一半的步数。
虽然步行要绕点远路，但是方便了
很多没有 24小时核酸阴性报告的
通勤人从上海进入花桥。

“他们是征用了一个废弃的
工厂，在那里设置了一些核酸采样
点位。从上海来的非机动车和行人
走卡口的时候不检查，而是统一聚
集到那里再检查。 有 24小时核酸
阴性报告的人就可以走一个快速
通道，没有的话就把你分流到采样
点位，现场做个核酸。 ”

作为今早第一批通过卡口的
沪昆通勤人，余先生的回家路算是
走得比较顺畅， 但到了昨天中午，
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在余先生所在
的沪昆通勤群里，不少人反映“沪
昆通勤”电子凭证又成为必须，导
致大批人在卡口被劝返。“虽然系
统恢复了， 但这个凭证是要审核
的，审核的过程极慢。 ”他说，“群
里有人核酸都过期了， 还没审核
完。 ”

这让余先生坐不住了，虽然昨
天顺利回了家，但他第二天还是要
在上海和花桥间往返，电子凭证终
归是桩心事。 “我就开始打电话，
负责审核的是 ‘鹿路通’APP 的
运营公司， 可以打他们的客服电
话。 我有朋友打通了，说打通电话
催促以后对方立刻就给你审核通
过了。 但我从中午 11 点 18 分打
了第一通， 到下午 1点 51分打了
最后一通，尝试了几十次，还是没
打通。 如果他们不审核，核酸过期
以后想要重新提交都不行，也就是
说，连第二天的通行证都没机会提
交审核。 ”

记者随后试图拨打余先生提
供的电话号码，同样尝试未果。

“现在一个大问题就是卡口
外面车子排的队越来越长，一方面
检查的口子开得太少了，另一方面
就是大量电子证明批不下来。“余
先生说，“我刚才在群里看到的最
新视频，车辆已经堵到曹安公路墨
玉南路路口了。这里疫情前就很容
易堵车，现在更夸张。这样下去，到
了晚高峰的时候半个安亭交通都
得瘫痪掉。 ”

这也是很多昨天开始恢复沪
昆通勤的人最担心的问题———回
家怎么办？ 胡先生说，他昨天之所
以敢出门，就是因为已经做好了准
备。“如果晚上发生什么情况回不
来，我就先在酒店住着。 ”

截至昨日下午 4点，余先生依
然没有打通“鹿路通”客服电话，
让他更加无奈的是，“鹿路通”
APP又一次崩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