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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桂星

“如果您身边有老、弱、病、残、孕
和抱小孩的乘客，请主动让出座位”，
市区几乎每辆公交车在运行期间，都
会在车厢内发出这样的语音提示，为
需要帮助的人让座的现象也愈加普
遍。但是，昨天上午一位老人的乘车
经历却在提醒我们：文明乘车，我们
应该做得更好。

昨天上午，记者从鹰城广场站牌
登上了一辆30路公交车，坐在了视

野相对开阔的后排。
当公交车行至解放军 152 医院

站牌时，一位满头白发、稍微有些驼
背的老大爷走上了公交车。车厢前
部、中部的座位上都有人，只有车厢
尾部还空着几个座位。老人上车后，
车厢前部、中部座位上的乘客或玩着
手机，或淡然地望着车窗外面，没有
一位乘客起身让座。这位老人只好
慢慢地、步履蹒跚着穿过大半个车
厢，坐在了车厢尾部的座位上。

老人在市区建设路东段高新工

业园站牌下了车，记者跟随下车对他
进行了采访。老人告诉记者，他姓
王，今年71岁，退休前是河南城建学
院的一名教师。老人说，平时在公交
车上为他让座的人还是挺多的，不
过，大多时候他都不愿意坐，推辞不
过才会坐下，并表示谢意。

“现在生活节奏快，年轻人工作
繁忙、劳累，他们可以趁着坐公交车
的时间歇一歇，放松一下，我虽然老
了，但身体还可以。”对于一些乘客不
让座位的现象，老人这样说。

□本报记者 杨尊尊

对于普通市民来说，公交
车不仅是市民出行的主要交通
工具，更是检验市民文明素质
的舞台。“有序候车、文明让座、
尊重乘客、尊重司机”，这些乘
车礼仪，都能够彰显一个人的
文明素质。昨天上午，记者跟
随66路公交车跑完一个完整
班次，发现大多数乘客都能做
到文明乘车，但乘客在车厢内
大声说笑等行为仍有发生。

昨天上午11时24分，记者
在新城区梅园路公交枢纽站上
车，随车进行暗访。一路70分
钟的车程，乘客不算太多，上车
排队，都做到了自觉文明礼
让。但是也有不文明现象，记
者上车后发现，几个在公交车
前排对坐的乘客舒服地跷着二
郎腿玩手机，使得车厢前部过
道仅能容一人侧身经过。

在平顶山教育学院站牌，
一名青年男子上车坐下掏出口
香糖放到嘴里，后随手将包装
纸丢在公交车地板上，而车上
放置的垃圾桶就在离他不远处

的后车门附近。在乘车过程
中，记者发现，有乘客接听电话
声音过大，引来不少人不满的
目光。

尽管有一些不文明行为，
但有20年公交驾龄的66路公
交车司机余国营说，作为一名
老司机，他感觉近几年鹰城市
民的素质提高不少，基本上能
做到文明乘车。

“现在车上人多时遇到老
人、小孩上车，让座的乘客还是
很多的。极个别没人让的时
候，司机一提醒也会有人让座，
这一点比以前好多了。但是让
我们比较苦恼的是，有乘客总
在非站点处要求上下车。不按
站点上下车，不仅违反规定，路
上随意停车还不安全。”余国营
说，在非站点处司机不能满足
乘客上下车的要求，有时会被
乘客认为是“不行方便”，甚至
会投诉他们。另外，在工作中
余国营发现，公交车上有些人
聊天声音或者接打电话的声音
常常过大，没有考虑其他乘客
的感受，经常造成有些乘客听
不到报站提示而坐过站。

□本报记者 王春霞

15路公交车，是城北公交
枢纽站至西苑小区之间的一条
公交线路，穿行了大半个老城
区。昨天上午11时31分，记者
从位于市区东环路北端的城北
公交枢纽站乘上了一辆 15 路
公交车。

公交司机感叹：
乘客文明素质提高了不少！

公交车沿东环路向南行
驶，由于地处城郊，车上乘客很
少，记者与司机慕建军师傅聊
了起来。他做 15 路公交车司
机四五年了，聊起公交车上的
文明或者不文明现象，他感叹
道：更新之后的公交车容载量
大，车内环境又好，乘客的文
明素质也提高了不少！前几
天，他听到有几位外地来的乘
客还夸赞平顶山的公交车不
赖呢。

慕师傅说，现在大多数乘
客不会在车上乱扔垃圾，吃早
餐的现象也很少，碰到人多时
有老人或抱小孩儿的人上车，
会有年轻人主动让座，需要他
提醒的次数也减少了。

他记得有一次，一位妈妈
带着孩子占了两个座位，看到
一位老人上车后，妈妈示意孩
子为老人让座，孩子有些不乐
意，妈妈就说：“你要是不让，我
就得站起来了。”孩子一听，说：

“那你抱住我吧。”于是妈妈抱
住孩子，为老人让出了座位。
他觉得这个妈妈就很会利用时
机来教育孩子。

他倒是觉得一些老年人的
文明素质有待提高，比如有时
候一群老年人持爱心卡上了
车，旁若无人地大声聊天，毫不

在意别的乘客是否爱听。有些
年轻人主动为老年人让座，而
有的老年人连声谢谢也不说，
坦然受之，当成这是应该的。

“如果老年人能对让座的年轻
人说声谢谢，双方都会觉得很
愉快。”他说。

初中生上来了
公交车上热闹了

随着公交车拐上矿工路，
车上的乘客逐渐多起来，但座
位仍有剩余。一位头发花白的
老太太坐在车厢中间的座位
上，一直在接听电话，声音比较
大，有点旁若无人的架势，司机
慕师傅向记者示意了一下，无
奈地笑了笑。

车行至曙光街湛河宾馆
站牌时，已是中午 12时许，一
群穿着校服的初中生上来了，

“哎，这边有位！”他们快步抢
到座位上。司机慕师傅说：

“这个时间点，正是学生放学
的时候，乘客以学生居多。”

聊衣着、聊好吃的、聊学
习……车里的学生七嘴八舌，
聊得很嗨。

车又过了两站，这时候，放
学的初中生成为公交车乘客的
主角，车上好不热闹。其余的
几名乘客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们，脸上露出些许无奈。

说笑间，有位女生开玩笑
似的提醒旁边的同学：“要有礼
貌，公交车上不能大声喧哗。”
记者顺便问这几位女生“觉得
这样好不好”，一位女生脸红
了，轻声说：“不好。”

对于少男少女的叽叽喳
喳，慕师傅已经习以为常，他笑
了笑说：“毕竟是孩子嘛，等将
来这些孩子长大了，肯定比我
们更文明。”

□本报记者 高红侠 文/图

包子、油饼、热干面
早上坐车鼻子受罪

昨天早上 7 点 25 分，记者在市
区建设路中段市委家属院站牌坐上
一辆6路公交车，车沿着建设路往东
行进，座位基本坐满。记者刚刷完
公交卡在距离司机不远处站稳，一
股肉包子味扑面而来。由于6路公
交车是空调车封闭相对较严，前半
截车厢里充斥着包子味，坐在前边
的几位乘客看了看吃包子的人，皱
了皱眉头，但没说什么。

吃包子的是一名小男孩，他旁
边坐着一位老太太，手里还拿着一
杯豆浆，催促孩子快吃。记者与老
人攀谈得知，他们住在市区光明路，
小男孩是中心路小学三年级的学
生，早上没来得及吃早饭，只好买点
儿在公交车上凑合一下。

车行至中兴路商业大楼站牌，
祖孙俩匆忙下车，向学校奔去。

上午8时许，记者转乘另一辆6
路公交车返回市区。8时14分，车行
至市区新华路与平安大道交叉口附
近，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上车，
坐下后旁若无人地打开一兜油饼吃

了起来。有乘客多次向她“注目”，
她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匆忙三口两
口将油饼吃下，把塑料袋扔进公交
车上的垃圾桶里。

在人民电影院站牌，从前门上
来一位60岁左右的男子，他一手提
着菜，另一只手里提着两兜热干面
和稀饭，车辆前行，摇摇晃晃间，满
车厢都是热干面味儿。

小学生主动让座点赞
车上聊天、东西占座惹人烦

记者在公交车上也看到了小学
生让座的一幕，顿时觉得周围满满
都是正能量。“奶奶，你坐这儿吧。”记
者登上第一辆6路车不久，一位五六
十岁的老太太上车，与记者邻座的一
名小男孩连忙起身让座，老太太推辞
了一下，小男孩说：“我马上该下车
了，你坐吧。”记者询问小男孩得知，
他今年10岁，在雷锋小学上学。

虽然坐同一辆车，大家的表现
却大不一样。一位20多岁的女孩一
直坐在座位上玩平板电脑，她的伞
和一块包起来的面包一直占着旁边
的座位（如右上图）。

后门旁边的座位上，两位女士
不停地大声聊天，全车人陪着她们
听，两人直到下车，一直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行为有何不妥。

说起车上不文明行为
很多市民表示不应该

“对于在车上吃早餐、大声说话
的行为我们也不太好管。”在城北公
交枢纽站，停好车后，6路公交车司
机杨卉接受记者采访时无奈地说，
但对于带宠物上车的行为他们会及
时制止。

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对
于公交车上吃早餐、大声聊天、随地
吐痰等不文明行为，大多数市民表
示不赞同。他们表示，如果遇到这
些不文明行为，司机首先应该及时
出面制止，同时也需要同车的乘客
互相监督，一起来遏制这种不文明
行为。

昨天上午，市区矿工路中段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公交车站点，乘客均做到了前门上
车，后门下车，秩序井然。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文明乘坐公交车，你做到了吗？
公交司机：

乘客文明素质提高不少

暗访线路：15路

暗访线路：66路

包子油饼热干面，车上饭味乱飘 大声聊天东西占位不给老人让位，乘客素质有待提高

记者暗访：乘客不文明现象还不少

暗访线路：6路

暗访线路：30路

有序乘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