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桂星

在移动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日渐普及的
情况下，近段时间，确保为

老年人提供便捷服务的话
题格外引人关注。在保障
老年人便利出行方面，我
市相关单位做得怎么样？
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线上线下双轨并行

老人出行，长途短途都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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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红侠

“阿姨，我们来看您了。”昨天
上午，新华区曙光街街道沿西社
区党委第一书记杨晓敏和志愿者
来到85岁的刘素贞家，为她送去
鸡蛋、挂面等生活用品。

刘素贞是市区一家企业的退
休职工，家住市区启蒙路2号院6
号楼。老伴儿去世多年，刘素贞
和独生儿子一直住在这里。十几
年前，她儿子患上精神类疾病，随
着时间推移，病情愈发严重，犯病
时常打砸家里的物品，甚至对她
进行打骂。

“以前很少跟别人说起过家
里的事。”刘素贞说，2018年底，儿
子犯病，家中不慎失火，屋内部分
物品被烧毁。眼看快过春节了，
屋里一片狼藉，她伤心不已。杨
晓敏得知情况后，及时上门安慰，
并送来了棉被、面粉、食用油等生
活用品。从那以后，杨晓敏隔三
岔五就上门帮忙或打电话嘘寒问
暖。

今年8月份，刘素贞身体不适
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乳腺癌晚
期、肝硬化，医生建议她保守治
疗。“5年前我姐就发现身体不舒
服了，但怕花钱，一直没去治疗。”
刘素贞的妹妹、69岁的刘素英说，
姐姐的退休工资不高，总想着为
孩子治病，自己舍不得花。

一周前，儿子再次犯病，将刘
素贞卧室的窗帘点燃，刘素贞上
前扑救时双手被烧伤。次日，杨
晓敏闻讯赶到，为刘素贞抹药、做
饭，并及时通知她妹妹。“她就像
我的亲闺女，待我真好。”说到这
里，刘素贞流出了感动的泪水。

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
生，杨晓敏多方联系，11月 25日，
刘素贞的儿子被送到焦店镇卫生
院接受专业治疗。

可刘素贞的后期照顾咋办？
杨晓敏与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服
务中心的志愿者姚素敏、王静商
量后，决定成立助老小分队，与刘
素英一起照顾刘素贞的生活起
居。

“社区对我们的关爱真是无
法表达，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小
分队临走时，刘素英连声道谢，并
将她们送出很远。

“老人是个特殊群体，需要来
自社会的关爱，成立助老小分队
就是想尽力帮助他们。”杨晓敏
说，该社区老旧小区多，住的老年
人也多，60岁以上的就有 800多
人，社区人口老龄化严重。如果
条件允许，他们以后会壮大助老
小分队，为辖区更多老人提供服
务。

沿西社区：

助老小分队
在行动

12 月 1 日上午 9 点半
左右，市客运中心站售票
厅开了两个售票窗口，售
票员正娴熟地操作着电脑
售票，窗口前有三四名旅
客在排队购票，最多等候
5分钟即可完成购票。在
大厅的另一边，该站站务
副主任张新爱正在自动售
（取）票机前帮助旅客自助
购（取）票，在她的指导下，
不会操作自动售（取）票机
的人也可以很快拿到车
票。

来自叶县仙台镇的魏
大爷今年已经79岁，依然
身体硬朗、耳聪目明，他要
去驻马店遂平县探亲，顺
利买到车票后，售票厅内
的工作人员立即迎上前
来，帮老人拿起行李，通过

安检后，再帮老人送到车
上。

据市客运中心站副站
长段芬英介绍，目前，通过
微信小程序“豫州行”或微
信公众号“河南汽车票”等
线上渠道购买汽车票的旅
客仅占该站总客流的30%
左右，大部分旅客还是习
惯在售票窗口购票，因此，
该站一直都保留有充足的
售票窗口，方便旅客快速
购票，平时至少两个，根据
客流会适时增加。该站还
派出工作人员在售票厅、
候车厅巡视，在购票、候
车、上车等环节为老年人
等需要帮助的旅客提供帮
助。候车厅的志愿服务台
前也一直有人值守，可随
时无偿帮助老年乘客。

公路客运：
开足售票窗口，志愿引导上车

与市客运中心站售票
厅相比，平顶山火车站售
票厅的人气就低多了，线
上购票已经成为众多铁路
旅客的首选。11 月 30 日
上午10点多，尽管平顶山
火车站售票厅只开了一个
售票窗口，但也只有 3名
旅客在排队购票。

家住市区矿工路西段
的杜老先生已经年逾八
旬，准备和老伴儿一起去
珠海过冬，由于不会线上
购票，只好到车站窗口来
买。不过，在窗口购票也
很快，从进售票厅到拿到
车票，他仅用了几分钟时
间。杜老先生告诉记者，
他会用智能手机，平时逛
商场、进超市使用移动支
付都没问题，也会在网上
查询列车车次，但还没学
会网上购票。

“老年人窗口购票没
问题，进站候车、检票上车
同样也很便捷。”平顶山火
车站工作人员任冬艳介
绍，如果行动不便的老年
旅客乘坐火车，本人或亲
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
机客户端、铁路 12306 微
信公众号和小程序或直接

拨打铁路12306客服电话
预约重点旅客服务，提供
相关乘车信息，说明需要
的服务内容。车站工作人
员接到预约后，会根据老
年旅客出行日期、车次、具
体需求等，免费提供轮椅
等“定制化”接送站服务，
在进站安检、候车、检票、
上车、出站等环节全程无
偿提供便捷服务。

据了解，候车过程中，
老年旅客可在重点旅客候
车专区休息。车站检票口
设有爱心通道，老年旅客
可以通过爱心通道优先检
票乘车。家属如想送老年
旅客进站乘车，提供相关
信息后，车站将免费办理
相关手续。上车后，列车
乘务员也会格外关注独自
出行、行动不便、身体不适
的老年旅客，若老年旅客
不会使用车上设备，列车
乘务员也会进行讲解示
范。

任冬艳说，即使老年
旅客没有预约重点旅客服
务，车站工作人员在巡视
中如发现有老年旅客需要
帮助，也会提供上述服务，
确保老年旅客顺利乘车。

铁路客运：
购票、候车、上车全程无忧

市民吴先生退休后，承
担起了接送外孙上幼儿园
的任务，他办有公交敬老
卡，每月可免费乘坐公交车
80次，免费乘车次数完全够
用。“坐公交不花钱，上车后
还有人主动让座，很方便！”
吴先生说。

据市公共交通有限公
司有关负责人介绍，该公司
一直非常重视为老年人创
造良好的出行环境，城市规
划区范围内的老年人满60
岁即可办理免费乘坐公交
车的公交敬老卡，年满 60
岁、非城市规划区户籍的老
年人凭市区居住证、身份证

也可办理公交敬老卡。公
交车上设置有集扫码、投币
功能于一体的智能投币机，
没有办理公交敬老卡的老
年人扫码、现金投币付费均
可。

在保障老年人乘车安
全方面，市公共交通有限公
司在每一辆公交车内都设
有老年人专座，并要求公交
车驾驶员格外关注老年乘
客，及时引导其他乘客为其
让座，在老年乘客坐稳扶好
后方可起步运行。如有需
要，公交车驾驶员还会搀扶
行动不便的老年乘客上下
公交车。

公交客运：
免费乘车，专属座椅

和公交车一样，市区
传统的巡游出租车也是扫
码付费和现金付费两种收
费方式并行的，老年人乘
车付费完全没问题。另
外，市区几家出租车公司
还联合开通了 24 小时叫
车电话3663663，乘客可以
随时拨打预约出租车服
务，老年人也是如此。

网络预约出租车的行
业属性决定了它只能通
过网络线上预约服务，不
会使用智能打车软件的
老年人乘坐网络预约出

租车就不太方便了。但
是很多智能打车软件都
开通有代叫服务，会使用
智能打车软件的亲友可
以 帮 助 老 人 代 叫 网 约
车。以“滴滴出行”为例，
界 面 右 下 角 有 一 个“ 代
叫”选项，老人的亲友进
入该选项输入老人的姓名
和电话号码后，接单司机
会直接与乘车老人联系，
约定乘车地点，提供出行
服务。老人只需去约定地
点乘车即可，下单、付费等
操作均可由亲友代劳。

出租客运：
巡游出租车无障碍，乘网约车需帮助

平顶山火车站的志愿者帮助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
本报记者 彭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