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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 城 市 交 通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日 趋 完

善，越来越多群众选择公交、地铁等公共交

通工具出行。近段时间，本报经常收到读

者来信，反映身边的不文明乘车现象，有的

还容易引发安全事故。不少读者表示，维

护公共交通文明出行环境仍需各方努力。

抢上抢下、声音外放等
不文明行为影响乘车体验

正值放学和下班高峰，云南玉溪四中

站点，等候的学生和下班回家的乘客逐渐

多了起来，8 路公交车缓缓驶入。“以前有的

人担心没座位，互相推搡，半天都上不去

车，还有人被推倒在地。”在附近就读的王

同学表示，如今，公交车上和站点专门设置

了安全员，引导大家安全有序上下车。

“有些人用手机看视频喜欢外放，声音

特别大。”在公交车上，上班族张女士告诉

记者，“车上本来安安静静的，可就是有人

喜欢大音量外放音乐、小说等，有些还很低

俗。这种行为严重影响了他人，希望司机、

安全员能及时制止，或者用语音广播提示

大家注意文明乘车。”

浙江杭州市民胡女士每天都坐地铁上

下班。上午 8 点半，记者跟随胡女士来到一

号线。“早高峰时人多，有些心急的乘客不

遵守排在车门两侧先下后上的规定，加重

了拥堵。”胡女士提到，还有的乘客背着大

号背包，转身移动时不顾及他人，“我就曾

多次被背包碰到。”

在打铁关换乘站，记者看到，站内屏蔽

门前排着不少候车的乘客。多数乘客十分

自觉，做到“一米线排队候车”，但也有极少

数乘客在车门行将关闭时闯入，影响了正

常发车。“不过，与几年前比，这些不文明行

为已经少了很多了。”胡女士说。

临近中午，地铁车厢内相对安静，大部

分乘客都在低头看手机，听音乐和看视频

的乘客也都戴着耳机。“偶尔会遇到外放行

为，也不好意思去劝阻。”浙江工业大学唐

同学说。记者随机采访后发现，多数乘客

曾遇到这类行为，并对此表示反感。

此外，多地群众接受采访时表示，大多

数乘客都很爱护公共卫生，偶尔会碰到少

数人乱丢垃圾。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小

学校沿途的公交线路上，卫生环境问题较

为突出。记者观察发现，中小学门口食品

摊位和小卖店较多，学生放学时常常会购

置食品、饮品携带上车，给车厢环境卫生带

来一定影响。

“主要是气味、污渍和随意丢弃的食品

包装，影响了乘车环境。”有乘客表示，虽然

大部分人都会及时收走垃圾，但偶尔还是

会有垃圾留存在座位或地上，给后来的乘

客造成困扰。

不文明行为需引起关
注、共同制止

“乘客如果发现不文明行为，可以向地

铁上的安全员投诉，也可以等停站后与站

台上的工作人员联系，我们会第一时间处

理。”杭州市地铁集团运管中心副主任朱杰

说，根据杭州市城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不

文明行为影响到地铁公共秩序且不服从劝

阻、制止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可处 20
元以上 200 元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

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造成损害

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杭州地铁 4 号线市民中心站站区长徐

萍萍表示，疫情防控常态化以来，会遇到有

乘客不按规定佩戴口罩以及不扫码等行

为。通常，工作人员都会主动劝导。为了

方便市民乘车，地铁出入口专门配备了便

民口罩售卖点。

在玉溪高铁站公交站，记者见到了正

在 4 路公交上等待发车的司机赵宏。他表

示，如今乘坐公交车都会要求乘客戴好口

罩做好个人防护。“遇到没戴口罩的乘客，

一般我们提醒一下，他们就会戴上。有些

乘客是出门忘记携带口罩，车上也有备用

的。”赵宏说。

近年来，部分地方出现公交乘客因坐

过站等原因与公交司机发生冲突，或不文

明行为遭到周边群众质疑后发生冲突等现

象，个别事件甚至造成事故。

在玉溪，安全员冯册兴从早上 7 点就在

公交站点执勤或随车检查，维持公交安全

秩序。“2014 年开始，玉溪主城区各条公交

线路配备了 50 名安全员。一般两人一组，

主要在 13 个人流量较大的重点执勤站点维

持秩序，同时不定期跟车服务。”冯册兴说，

“遇到不文明行为影响其他人乘坐体验甚

至干扰安全行驶的情况，我们会及时上前

劝导制止。”

“ 不 饮 食 ，不 喧 哗 ”“ 遇 老 幼 ，多 帮

扶”……在杭州，车厢里，醒目的地铁文明

公约读起来朗朗上口。身穿蓝色制服的地

铁工作人员、志愿者等如果发现各类不文

明行为，会第一时间上前制止，以维护良好

的乘车秩序。

“虽然不文明行为偶有出现，但大家的

文明程度总体还是很高的。”不少司乘人员

表示，此前车厢内还会有进食、推销等行

为，随着市民素质不断提高和管理加强，现

在已经几乎看不到。

此外，在一些城市，公交乘客多数为学

生和老人，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也为

他们提供了贴心的照顾。比如，不少地方

为了让学生上下学的路更安全放心，专门

开通了定制公交“学生号”，根据各校需求，

设置多条定制线路。一些地方探索公交

“适老化”改造，选取多条老年人乘坐率较

高的线路，购置更新一批低地板的车辆，设

置爱心专座、轮椅固定区、后门轮椅导板等

设施，宣传提示标语均使用大字号，进一步

提升老年乘客的出行体验。

多管齐下，规范引导出
行行为

用车站车厢广播、信息系统持续宣传，

安排工作人员常态化巡查车厢，制止和纠

正外放电子设备声音、不规范佩戴口罩等

行为……重庆交通开投集团所属轨道集团

引导乘客自觉遵守文明乘车规定，呼吁共

同参与监督。

山东青岛公交隧道巴士志愿服务团队

志愿者邀请当地中小学生走进 316 路“交通

安全”主题车厢，针对嬉笑打闹、吃零食、开

窗将头和手臂伸出窗外等不文明行为导致

的安全隐患进行讲解，倡导学生争做文明

市民。

为确保良好的轨道交通运营秩序和乘

车环境，去年 11 月起，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

队会同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地铁运营

企业开展联合治理行动。一年来，霸座、在

车厢内进食、扫码推销、大声外放视频或音

乐等 5类常见的不文明行为得到遏制。

近年来，围绕文明乘车，不少地方坚持

完善政策法规、创新管理举措、优化志愿服

务，多管齐下消除市民乘客反映强烈的不

文明现象，规范引导出行行为。

今年 1 月，修订后的杭州市地铁乘车规

则正式实施。据介绍，新版规则着重修订

乘车禁止行为、配合防疫检查等规则，增加

背包向前、使用电子设备时不得外放声音、

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幼儿的乘客优先入座

照顾专用座位等市民呼声较高的条款。

杭州市交通运输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当

地不断推动轨道交通管理的法制化进程，确

保法规文件及时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我们要求每个管理人员一到两天必

须完整地坐一趟公交车，随时发现行车中

的问题，更好地服务乘客。”玉溪市公共汽

车服务公司经理舒伟表示，每名公共交通

的管理者都是服务人员，要从乘客视角体

验 公 共 交 通 ，有 针 对 性 地 发 现 痛 点 难 点

问题。

“除了司机和安全员进行劝导之外，可

以与执法部门合作形成长效监督机制。由

公交公司定期上报部分乘客不文明行为，惩

处违法行为。由执法部门通报，形成警示效

应，让公共交通更加文明。”该公司安全运调

科负责人段绍强表示，如今，大部分乘客很

讲文明，“但是从长远看，如果能形成一个监

督机制，可以让公共出行更加文明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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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以来，在一些中小学周边，文

具店、小卖部销量最好的商品不是文具，而

是各种类型的卡牌。有读者来信反映，校园

附近大量销售各类卡牌，学生之间出现互相

攀比的现象。记者在湖北省多所小学附近

的商店调查发现，不少动漫都有周边卡牌在

销售，放学后组团买卡的孩子为数不少。

据了解，卡牌是一种收藏卡片，被设置

为不同等级的稀有程度，稀有度越高，获得

概率越低。根据一名商店店主提供的信息，

销量最好的奥特曼卡牌至少有 30 套，每套还

细分成不同种类。“每过一段时间就有新卡

推出，一天最少卖五六十包。”这名店主说。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搜索“奥特曼卡牌”，有的

店铺月销量高达 4 万余件。

记者走访发现，最便宜的奥特曼卡牌每

包最低售价 2 元，但能买到的仅是普通卡牌，

要想抽到稀有卡，就要买售价十几元、几十

元的卡包，甚至定价 300—500 元的卡盒。在

一些地方，孩子们很享受买卡、换卡的过程，

卡牌无形中成了“社交货币”。一名小学老

师说，班上好几名男生喜欢聚在一起交换奥

特曼卡牌，常在放学后交换一个多小时才

回家。

此外，奥特曼卡牌还标注着攻防指数等

数据，可以用来“对战”，要想赢别人，就得不

断买更高级的卡牌。这套对决规则，使静态

的卡牌变成了可以互动的玩具，不仅满足了

孩子们的竞技心理，也诱使他们花更多钱买

卡牌。

卡牌集收藏、社交、竞技等功能于一身，

在中小学生中十分流行，却令家长们充满担

忧。“孩子就像着了魔，随身携带奥特曼卡

册，一闲下来就忍不住翻看。古诗词背不下

来，奥特曼的名字倒记得一清二楚。长期这

样下去，学习成绩肯定要受影响。”山东泰安

一名家长说。

多名受访家长表示，孩子们用来买卡的

钱大多来自零花钱，有的孩子省下饭钱甚至

向同学借钱去买卡牌。媒体曾报道，有小学

生向同学借钱买奥特曼卡牌，看见同学买到

稀有卡牌便上手去抢，结果打伤了同学。

湖北武汉一名家长向市场监管部门反

映，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门口的小商店买奥特

曼卡牌，13 天花了 3000 多元。家长找到商

店老板，老板表示，店内证照齐全，卡牌明码

标价，是孩子自愿买的，不能退换。对此，上

海兰迪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学森表示，根据我

国相关法律规定，8 周岁以下儿童属于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消费行为应由其法定代理人

代理进行；8 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消费行为一般应得到其法定

代理人同意、追认。因此，在未拆包装的前

提下，家长有权要求商家退货退款。

刘学森认为，卡牌在销售时，事先不告

知商品具体型号和款式，本质上属于“盲盒”

营销。在这种模式下，消费者能否获得“稀

有款”“隐藏款”是随机事件，如不公示抽取

概率，商家可能通过人为缩减稀有款投放比

例等方式，刺激消费者反复购买。“相关部门

应对学校周边卡牌类商品的定价、未成年人

购买规范等做出指引性规定。例如可以要

求商家对未成年消费者购买卡牌的数量、金

额 等 进 行 登 记 ，并 实 施 总 量 控 制 。”刘 学

森说。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岳伟认为，

商家以受孩子们欢迎的动漫角色为商机，开

发、销售相关产品，无可厚非。但原本普通

的卡牌被赋予了稀缺性、收集性，会强化孩

子的猎奇心态，诱导其消费。未成年人自控

能力不强，认知水平不高，集卡所带来的自

我满足感容易使他们沉溺其中。

岳伟建议，家庭和学校应形成合力，应

对卡牌销售乱象。学校可以设置护学岗，

利用升旗仪式、班会、志愿服务等形式进行

宣传教育；家长要合理适度给予孩子零花

钱，摸清孩子玩卡购卡的心理需求，采取适

当的调节策略，引导其树立理性的消费观

念。此外，家长和学校应丰富学生的课余

生活，满足学生多元化的娱乐和社交需求，

多鼓励、赞赏孩子进行体育锻炼、文化艺术

等特长爱好和其他课余实践活动，增强其

自我认同感。

家校合力，应对卡牌销售乱象
本报记者 强郁文

4 月 18 日，本报读者来信版刊登读者来信《小区绿化带

内建造泔水池破坏居住环境》，反映安徽芜湖无为市一小区

内环境问题。近日，无为市反馈了调查处理结果，记者回访

当地，了解相关进展。

小区绿化带内建造泔水池破坏居住环境的来信见报

后，无为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迅速成立以分管副市长为

组长，市生态环境分局、住建局和城管局主要负责人为副组

长，有关单位工作人员为成员的整改工作领导机构，组织相

关部门开展现场核查。经查实，群众反映的酒店主要从事

餐饮服务，厨房废水由 PVC 管引至综合楼东侧小区隔油池

内，经简易隔油池隔油后，排入小区市政污水管网。因外排

餐厨废水中废弃油脂未经有效处理，导致小区内市政排污

管网部分堵塞，产生的气味对周边环境产生一定影响。

“我们第一时间约谈了酒店负责人，现已安装油水分离

器，对餐厨废水中的油脂进行预处理。”无为市住建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酒店还按规范标准重新设计、建设了隔油池

（见下图），布置管网连接至市政污水管网。

在要求该酒店立行立改的同时，无为市对小区内类似

问题举一反三，排查出另外 2 家酒店也存在类似情况。3 家

酒店的问题一并纳入整治，设计改造隔油池，清理维护油烟

净化器。小区物业公司也对污水管网进行了排查、修复和

疏通，清理绿化带内杂物，补植草皮。

接下来，无为市城管局、市生态环境分局将依据各自职

责加强对餐饮经营户的日常管理，规范经营行为，切实保护

好小区环境。“我们会对小区内隔油池进行定期清理，并持

续加强对该小区的日常物业管理，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

物业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安徽芜湖无为市——

小区泔水池已改造
本报记者 游 仪

富力桃园小区位于山西太原市杏花岭区晋安东街 19 号。

多年来，多栋住宅楼屡屡发生严重漏水问题，业主深受困扰。

比如，1 号楼下水管道主管道漏水，导致卫生间、厨房所产生

的污水持续渗入住宅墙体、地板，还在地下室淤积。物业公司不

得已将 1 号楼地下室封闭，隔段时间进行一次清理。此外，还有

多栋住宅楼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漏水问题，有的住户长期在家中放

置水盆接漏水，还有的住户不堪漏水问题困扰，被迫在外租房居

住。漏水问题已使业主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希望这一问题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协调权威机构对小区

下水管网质量进行检测评估，督促物业、开发商等多方配合，彻

底解决漏水问题。

山西太原富力桃园小区业主

山西太原富力桃园小区——

多栋住宅楼漏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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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最近下乡调研，见到一名农技员正在向村民讲解蔬菜

的栽培和管理。他用一口接地气的土话，生动地为村民讲解技

术，听得大家频频点头。很多村民说，这样的“田间课”，讲得通

俗易懂，听众记得牢固，收获很大。

农技人员到地头开设“田间课”，送知识、送技术、送服务，顺

应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期盼，值得点赞。需要注意的是，农技“田

间课”不应一味求多，而是要在改进呈现方式、精准满足农民需

求上下功夫，让高质量“田间课”帮助解决更多实际问题。

农技“田间课”讲什么，并没有一套固定的模式。开课之前，

应充分调研、了解农情，掌握农民在生产中遇到的难题和困惑，

有针对地进行指导。形式上，要贴合农业生产，以通俗易懂的语

言帮助农民接受和掌握农技知识。

四川泸县 胡 泊

多些高质量农技“田间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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