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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 7月，平顶山市公共

交通有限公司成立。

◉1996 年 6月 11日，市区 6路

公交线路开通无人售票。

◉ 2016 年，市公交公司开启

公交车电气化进程。

◉ 2016 年 12 月，市公交公司

引进 200台纯电动公交车。

◉2017 年，市区公交线路全部

实现了无人售票。

◉2017 年 5 月 1 日，我市全面

告别燃油公交车。

◉ 2017 年 12 月，市公交公司

引进 300台纯电动公交车。

◉2019 年 7 月 1日，市区公交

实行“一元票制”。

◉ 2019 年 10 月，市公交公司

由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为国有

独资有限公司。

近日，在湛河区湛河南路“背上兄

弟”开办的伟和疼痛门诊，身穿白大褂

的窦小伟熟练地给患者贴上膏药。如

果不是坐着轮椅，很难看出他是一个无

法正常行走的残疾人。窦小伟对面站

着的是李永和。

39年来，这对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

弟的伙伴演绎了一段大爱传奇。

无私奉献同窗情

1975 年出生的窦小伟从小罹患先

天性肌营养不良症，5 岁靠扶墙走路，8

岁勉强上小学。

小学一年级时，窦小伟遇到了同班

同学李永和。李永和常常主动帮助窦小

伟进出教室、上厕所。两人的缘分就此

结下，成了形影不离的小伙伴。

小学毕业后，他们进入同一所初中

不同班级。初二时，12岁的窦小伟再也

无法正常行走了。彼时，窦小伟的哥哥

到外地上大学，父母工作忙碌，照顾窦小

伟成了问题。李永和主动向老师说明情

况，调到了窦小伟所在的班级。

就这样，年仅 12 岁、身高不足 1.4 米

的李永和承担起接送窦小伟上学、放学

的重任，每天推着自行车往返 4趟，多走

将近 10公里的“冤枉路”。

后来，窦小伟考到了市一中。考

上中专的李永和由于种种原因，在学

校 只 待 了 不 到 一 个 学 期 就 辍 学 回 了

家。为了照顾窦小伟，李永和主动要

求到市一中插班陪读，每天背着窦小

伟多次往返于宿舍、教室、食堂。直到

现在，市一中的校史馆里还保存着他

们当年的照片。

相依相守创业路

1996 年，《平顶山晚报》第一次报道

两人的感人事迹，窦小伟和李永和这对

“背上兄弟”开始被人们熟知。

1997 年，从河南科技大学临床医学

专业毕业的两人合伙开办诊所。不到一

年，诊所陷入困境，被迫关门。

不服输的两人到平煤神马医疗集团

总医院学习了两年，临床经验和诊疗技

术有了很大提升。2000年，伟和疼痛门

诊又开了起来。“伟和”取自两个人名字

的最后一个字。在两人的共同努力下，

诊所慢慢有了起色。

随着两人医术越来越精湛，名气也

越来越大，不变的是两人一路走来相依

相守的兄弟情。

李永和一直坚持接送窦小伟，代步

工具也由最初的自行车、摩托车换成了

轿车；窦小伟则带着李永和在事业上不

断攀登高峰。

2019 年，李永和荣获“全国助残先

进个人”称号，在第六次全国自强模范暨

助残先进表彰大会上受到表彰。窦小伟

也先后获评河南省优秀乡村（基层）医

生、平顶山市第四届道德模范、平顶山市

优秀创业能手、平顶山市自强残疾人。

助残济困献爱心

“大爱无疆李永和，身残志坚窦小

伟”已经成为“背上兄弟”的标签。“很多

人被我和永和的故事感动，我想把这份

温暖和大爱传递下去。”这些年，窦小伟、

李永和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并鼓励引导

身边的朋友和社会力量助残助困助学。

2015 年，窦小伟、李永和主动加入

市义工联，定期到困难地区义诊。不少

医务工作者和社区工作人员纷纷加入进

来，一起进社区、下乡村、进深山，开展义

诊活动，资助困难学子。

2019 年，窦小伟和李永和发起成立

“背上兄弟爱心健康服务队”，联合十多

名医务工作者开展“献爱最美的人”公益

活动，为环卫工人、园林工人、消防员等

不同行业、岗位的人提供筋骨疼痛义务

问诊，并赠送膏药。

近年来，两人携手开展义诊活动 100

余场，免费送出价值5万余元的药品，还为

残疾患者减免医药费，救济困难残疾儿童。

2020年 12月，窦小伟和李永和在市

民政局注册成立市“背上兄弟”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希望号召更多人参与进来，且

更加规范地开展残疾人工作。

今年，“背上兄弟”把目光转向拥军

助残，启动了颈肩腰腿康复馆项目，一方

面对残疾人、退役军人实行看病优惠服

务，另一方面开展免费培训，帮助一部分

残疾人、退役军人解决就业创业问题。

“以后，我们会参加更多公益活动，

感染带动更多人加入到助残济困行列，

激励更多残疾人自强自立，创造幸福生

活。”窦小伟说。

（本报记者 张亚丹 毛玺玺）

“背上兄弟”：39年演绎大爱传奇

窦小伟（左）和李永和（右）为患者治疗 本报记者 毛玺玺 摄

1996 年 6 月 11 日，市区 6 路公交线

路开通无人售票，这是全省第一条无人

售票公交线路。

自公交车出现以来，全国公交经历

了漫长的人工售票时期。上世纪 90 年

代，全国各地陆续开通无人售票公交线

路。我市公交公司创新决定在 6路公交

线路开通无人售票，成为全省第一个

“吃螃蟹”的公交公司。

开启公交无人售票时代

十米车厢迎来八方乘客。6路公交

线路改为无人售票的初期，驾驶员一人

承担起了运行和服务的双重任务。当

时，6 路公交车由姚电公司至新华路与

矿工路交叉口双向对发。

起初，6 路公交车还需要安排工作

人员维持秩序。后来，乘客自觉投币、

向后靠拢、保持车厢整洁，逐渐成为一

种习惯。

在改变之初，6 路公交线路班组及

驾驶员开动脑筋，利用车厢的有限空间

设置方便钩、方便袋、针线包、小药箱，

为乘客排忧解难。

此后的 20 余年间，6 路公交车经

历了由柴油车、汽油车、天然气车再到

气电混动车的发展变迁。如今，6 路公

交车车厢内配置了空调设备、水系喷

淋灭火系统，具有自动探火报警和自

动喷水控灭火功能。此外，还配备了

防疲劳驾驶检测仪、车载监控、车前探

测仪、北斗 GPS 车载定位终端、电子后

视镜等多项“黑科技”，提升了运行过

程中的安全性。6 路公交也被评为全

国青年文明号。

随着第一条无人售票线路的试行

成功，多条公交线路也纷纷转型为无人

售票线路。2017年，我市市区实现了公

交线路无人售票全覆盖。

“智慧公交”引领“公交
优先”示范城市创建

“平顶山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成立

于 1958年 7月，2019年 10月由全民所有

制企业改制为国有独资有限公司。”市交

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市公交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毕志伟表示，目前市公交公司

围绕“公交优先”示范城市创建和公交改

革目标，以打造人民满意公交为抓手，持

续优化公交线路，提升公交服务能力，较

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出行需求，有力

地支持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

据统计，目前市公交公司在岗人员

2180 人；公交车辆 1104 台，全部为清洁

能源车辆，其中新能源车辆 834台，占比

76%；公交运营线路 57 条，运营线路总

长 1013.3公里；主城区公交站点 500米覆

盖率 100%，平均候车时间 15 分钟，日均

发送乘客 15万人次。

近年来，市公交公司以“智慧公交”为

主题，积极开展“公交优先”示范城市创建

工作，强力推进智慧公共交通体系建设，

推进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现代

信息技术在智能支付、车辆运营调度、安

全监控、消防安全、应急处置等方面的应

用，提升城市公共汽车客运智能化水平。

市公交公司开发应用公交信息化

平台，建设公交智能调度系统、车载监

控系统，上线“鹰城公交卡”App，实现了

公交业务掌上办理。同时，推出了平顶

山公交电子卡、支付宝、美团等 7种支付

渠道，如今采用公交一卡通、银联卡支

付、扫码支付等非现金支付方式乘车的

比例近 80%；新增刷脸乘车功能试点，

成为全省公交移动支付领先城市。

市公交公司本着便民原则，科学设

置公交站，站点设置智能公交电子站

牌，与市公交公司微信公众号、“掌上公

交”App 有效结合，全方位接入公交实

时数据资源，共同构建公众出行服务平

台基础框架，实现来车预报信息服务

100%。

2019 年 7 月 1 日起，市区公交实行

“一元票制”。投币 1元/人次，用公交 IC

卡刷乘票价折扣不变，即公交 IC卡普通

卡 8折、园丁卡 7折，公交学生卡仍为 0.5

元/人次，市区60岁以上老年人、残疾人、

伤残军人等均可免费乘坐公交车。市公

交公司还与支付宝和银行合作，推出一

系列便民乘车优惠活动，降低票价，惠及

群众，不断提升公交出行吸引力。

市公交公司积极落实市委、市政府

安排部署，开展礼让斑马线、“公交小红

帽”、爱心送考等活动。2021年，该公司

受理热线 1751 起，办结率 100%，乘客满

意度 98%。

市公交公司获评平顶山市希望工

程捐资助学先进单位，17路、18路获评河

南省交通运输系统工人先锋号，68路获

评平顶山市工人先锋号，G68 路获评市

级青年文明号，驾驶员王晓华、冯艳艳

获得市“五一劳动奖章”。

城 乡 交 通 一 体 化 建 设
全省领先

从城市公交到城际公交，再到城乡

公交，近年来，我市城乡交通一体化建

设全省领先。

2019年 9月 19日，鲁山县举行“万村

通客车提质工程”通车仪式，16 条新开

通的乡村公交客运路线使 555个建制村

全部通上公交车，该县基本形成了“外

通内联、通村畅乡、班车到村、安全便

捷”的农村交通运输格局；叶县、郏县实

施了以“公交化运营＋班线客运”为主

的稳定客运班线，创建成全省第一批

“万村通客车提质工程”示范县……各

县（市、区）抓住“四好农村路”创建和

“万村通客车提质工程”两个载体，公路

实现了由“线”成“网”、由“通”向“好”的

转变。

去年，我市持续推进全域公交一体

化，修订完善全域公交线网规划，继续

深化城市公交、城际公交、城乡公交三

级全域公交模式，开通平顶山至叶县、

鲁 山 、郏 县 城 际 公 交 ，平 均 票 价 降 低

50%，客流增加一半以上。

“万村通客车”连接了千家万户。

截至目前，全市通班车、通公交化运营

班 车 、通 公 交 的 建 制 村 比 例 分 别 为

26%、49%、25%。“万村通客车提质工

程”实施后，城乡公交、村县客运换乘与

物流集散、仓储运输融合发展，区域客

流、货流促进了“交通运输+旅游”“交通

运输+电商”等业态融合发展。

（本报记者 王孟鹤）

图片均由市公交公司提供

一车连通千万家 便民惠民在路上

曾经的汽油公交车

引进纯电动公交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