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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司机按照乘客的意愿载着“一沓
现金”或是“金银首饰”到达乘客家，乘客的
主人不仅放心而且满意，这该是多真心的服
务才能换来乘客如此的信任？49岁的出租
车司机王苗做到了，而且她把这份真心一直
延续了14年。14年的出租车生涯中，王苗
一直把真诚待人、耐心负责作为工作准则。
如今，不少乘客都和王苗成了朋友，用车的
时候总是会第一个想到她。

2006年的一天上午，王苗载着市民刘
先生，在驶向目的地路途中，刘先生多次下
车购物，每次重新回到车上，王苗都会笑着
跟刘先生交流，从没表现出不耐烦。这让刘
先生反而不好意思：“我平常坐出租车，要是
中途停这么多次，司机早就不拉我了。但像
你这样中途停这么多次车，还依旧这么耐心
地和我说话的司机，真是少见。”

这样的事情在王苗看来再正常不过，
“为乘客带去方便是我们出租车司机该做的
事情，乘客既然搭载你的车，从他上车的那
刻起，我们就应该对乘客负责，服务好乘客
更是我们作为出租车司机的职责所在。”王

苗说。
一转眼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刘先生家不

管大小事，回老家或者老家亲戚来市里，都会
用王苗的车。“有时候刘先生会让我单独载着
他家亲戚需要的现金或者其他名贵东西回
去，中间从来没有出过岔子，他们也从来没有
担心过。”王苗告诉笔者，通过这么多年的相
识、合作，信任早已埋在彼此的心中了。

有时候，在路上看到行走艰难的老年
人，王苗总会义务送他们。有一次，王苗在
漯河舞阳送完乘客，正赶上下雨，在回来的
路上看到两位步履蹒跚的老人走在泥泞的
路上，就想送他们一程。于是慢慢将车停靠
到老人身旁，摇下车窗向老人表明自己的想
法，但两位老人以为要付车费随即拒绝了她
的好意。王苗仍旧耐心和两位老人沟通，最
终两位老人被王苗的真诚打动，上了她的出
租车……

王苗对待乘客不仅热情、有耐心，遇到
乘客把东西落在车上，她也总是第一时间想
办法把东西物归原主，从来不贪占小便宜。
有一次，王苗将一位乘客送至贸易广场后，

掉头返回的路上遇到一位乘客拦车，她停车
招呼乘客上车的瞬间，看到上一位乘客掉落
在后座上的红包。这个时候，她突然想起之
前的乘客是要去贸易广场附近一家酒店参
加婚礼的，想到这里，王苗就给刚上车的乘
客做了解释，并表示无论如何都要先把红包
送还回去。乘客虽然不情愿，但还是下了
车。紧接着，王苗就向刚才乘客下车的地方
驶去，远远就看到之前那位乘客在路边张
望。“看到我把车停在他旁边，并下车把红包
送还给他，那位乘客特别感激，非要塞钱给
我表示感谢。”王苗笑着对笔者说，这样的事
情有很多，“乘客的东西忘到出租车上，作为
司机，给乘客送还回去不是应该的吗？”

“出租车司机这个职业每天都要面对许
多乘客，我做的这些事都是微不足道的小
事，能让乘客感受到我的真心、善心、爱心，
我也很高兴，同时也希望更多的出租车司机
将这一份心意传递给更多的人，让诚信、友
善成为每一个人的自觉行为。”整个采访过
程中，这是王苗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牛哲 包宇飞）

开了 31 年车，零违章、零事故、零罚
单。4月1日下午，笔者见到了传说中的“开
了31年安全车”的老司机林宏岭。如果不
是亲眼看到，笔者也不敢相信眼前的林宏岭
如今已经 63岁了：双目炯炯有神、腰板坚
挺，看上去不过50多岁。

林宏岭自 1982年考取驾驶证，并于当
年在市规划设计院开始从事驾驶小货车的
工作，2005年退休后，因为工作态度严谨、
开车平稳，从没出过事，再次被单位返聘8
年，直到2013年彻底退休。31年的驾驶工
作让原本就个性沉稳的林宏岭愈发成熟、稳
健，“要说开车的秘诀，那就一句话：不抢道、
不着急、不违停，严格遵守交规。”在整个采
访过程中，林宏岭的话都不多，但只要一问
起他的开车秘诀，他就不断强调这句话。

林宏岭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
他30多年的驾车生涯中，超速、违反交通标
志标线等他都不干，不急不躁是他驾车时始
终保持的心态：“我情愿多花时间等待、多耗
油，也不冒险违章，万一发生事故，得不偿
失，哪有什么事比命还重要？”简简单单的话

语里，无不透露出林宏岭作为一个驾驶员的
责任心和耐心。

工作的这31年间，林宏岭开得最多的
就是一辆五十铃客货车，按林宏岭的话说，

“刚开始开夜车的时候，确实有些害怕，而且
有时候整晚都开车，免不了犯困，但一想到
家人亲友都在等着自己平安到家，就不怕
了，也不困了。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有
时候开车送货需要好几天，最长的一次是出
去工作了两个星期，期间开车走夜路、山路、
乡间小路，不断循环往返，“不管路程远近，
只要一上路，我就时刻谨记‘安全’二字。”林
宏岭说。

不上班的时候，亲戚朋友家谁有驾驶的
需要，林宏岭也是义不容辞地担起司机的职
责，而且驾驶习惯始终如一。就算是别人开
车，他也一刻不闲着，总不忘给司机灌输好
的驾驶习惯。“我每次开车，我姨父都要反复
叮嘱我，不要开快车，要遵守交通规则。虽
然是简单的几句话，但能做到像我姨父那样
数十年如一日的平稳，真是挺难得的。”采访
过程中，林宏岭的外甥这样对笔者说道。

“在你的驾驶生涯中，就没有一些危险
的事发生吗？”当笔者提出这样的问题时，
林宏岭想了很久，“要说危险的事，应该就
是 2000 年发生的那件事了。”林宏岭回忆
说，2000年的一天下午，天气比较阴沉，当
时他驾驶着客货车在中兴路由北向南行
驶，到中兴路和南环路交叉口右转时，突然
从右侧窜出来一辆摩托车，“那天的天气昏
暗，视线非常不好，我看到他的时候离我已
不足 5米，当时马上就要撞上了。我赶紧
急刹车，他就紧挨着车头过去了，这算是我
驾车生涯中最惊险的一次了。”林宏岭说幸
亏他平时开车车速比较慢，加上当时及时
刹车，才算是化险为夷了，要不然后果不堪
设想。

“总听一些人说开车遇到的烦心事，我
从来不为这个烦，开车上路，少给别人添堵，
自己也就不堵了。总之还是那句话：想保持

‘零违章、零罚单’并不难，关键就靠自觉，要
时刻提醒自己礼貌行车，严遵交通规则。”采
访结束时，林宏岭又强调了这句话。

（牛哲 包宇飞）

何谓“中国特供车”？它一般是指合
资厂商针对中国市场发布的车型，也只在
中国地区发售。

“中国特供车”普遍基于合资车企的
淘汰平台开发，从技术角度上讲并不高大
上，这也经常为人诟病。但这些车型符合
中国主流消费者的口味和需求，故而能在
中国大行其道。此前笔者一再强调：对于
中国这样一个汽车走入家庭仅十余年的
市场来说，产品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并不是比拼谁的技术更先进，而是比谁更
懂中国市场。目前中国消费者对于轿车
的购买需求普遍仍以家庭代步为主，大部
分家庭仍处在购买人生中第一或第二辆
车的阶段。这些人对于汽车的认识并不
成熟，只要外观、内饰、空间这些“表面功
夫”做得好，价格、油耗和性价比说得过
去，基本就不愁卖。

那么，为什么有些车企里的“中国特
供车”多、有些车企里的“中国特供车”少
甚至没有呢？从“中国特供车”身上，我们
能看出在华合资车企怎样的经营特点呢？

刚才笔者说到，“中国特供车”普遍基
于合资车企的淘汰平台开发，比如大众朗
逸、宝来和新桑塔纳，是基于大众的PQ系
列平台开发；捷达是基于A2系列平台开
发；福睿斯是基于福特的 C1 平台开发。
从技术角度上讲，这些平台都堪称“古
老”，都有着漫长的历史。之所以会出现
这种情况，是由于这些平台经过漫长的车
型开发后，外资合作方早已收回了技术开
发成本。 合资车企中的中方企业可以通
过制定一定的技术转让费，在这些成熟平
台上开发“更懂中国市场”的“中国特供
车”。在通过外方的技术质量认证后，即
可贴上外资车企的品牌进行销售。刚才
提到的这些“中国特供车”，可以说无一例
外。

刚才笔者说到，在中国，产品取得
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比拼谁的技
术更先进，而是比谁更懂中国市场。那
么什么样的合资车企更懂更适应中国
市场呢？当然是合资车企中在华管理
策略比较灵活的车企；什么样的合资
车企在华管理机制最灵活呢？是外方
愿意对中方合资合作伙伴进行技术转
让的车企——因为只有中国人，才最懂
中国人。正是因为这些“中国特供车”
是由合资车企中的中方主导开发，他们
才能如此“细致入微”地揣摩到中国消
费者的消费心理，开发出这些技术含量
并不高，但适销对路的大卖产品。

从“中国特供车”大卖的现象，可以
做一个总结：“中国特供车”越多的车
企，说明其外资合作方在华经营管理思
路越灵活、越能迎合和适应中国市场的
消费需求；反之则越僵化。这也就是大
众、通用能在中国市场如此吃香的根本
原因。而一些合资车企在中国市场经
营状况不佳，除了产品投放、市场推广
不适应中国市场这些表面原因之外，恐
怕要从根本上反思和调整自己在华的
经营管理思路，才能扭转被动的市场局
面。

（南方）

为啥出“中国特供车”
合资车企最吃香？

■“寻找鹰城好司机”公益活动

开车31年零违章
秘诀就是“开慢车”

●好司机档案
姓名：林宏岭

性别：男
职业：退休司机

驾龄：35年

平凡善举见真情

●好司机档案
姓名：王苗

性别：女
职业：出租车司机

驾龄：14年

“开了31年安全车”的老
司机林宏岭。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真诚待人、耐心负责的
出租车司机王苗。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