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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山东

上学不用再拼面包车了
烟台龙口50辆校车惠及9000农村学生，本报记者提前体验最难走线路
本报记者 刘清源

9日上午10点，停放在
龙口六中校内的50辆美式
校车分批次开出校园，驶向
6个不同的街镇。2011年末，
烟台龙口政府出资购买了
50辆美式校车。

为熟悉线路

校车空车试跑

根据龙口市的安排，50
辆校车在完成中小学布局
调整的新嘉街道、徐福街
道、北马镇、芦头镇、石良
镇、七甲镇等6个街镇率先
试运行，其中包括中小学14
个校区，近9000名农村学生
受益。

为了校车运行安全，龙
口政府安排山区的校车从

到达日起直至春节后几天，
一直在线路上跑空车，让新
车各部件充分磨合，也让司
机更加熟悉道路情况，计划
开学后正式营运。

50辆校车的运行路线
覆盖了6个街镇的所有学
校，大部分校车路线路况较
好，但也有较难走的山路。
其中最难走的一段是有胶
东“小延安”之称的黄城阳。

进村的路

大弯套着小弯

9日，记者按照龙口校
车行驶路线，乘坐一辆出租
车 体 验 最 为 艰 难 的 路
段——— 黄城阳。

出租车司机田力波介
绍，黄城阳是一个革命老
区 ，是 胶 东 有 名 的“ 小 延
安”。目前黄城阳属于石良
镇。

出租车从石良的柏油
公路上行驶至有些狭窄坑
洼的辅路，慢慢进入了一个
村子。在村子里，我们打听
着前行。当出现一条很弯曲
的山道时，我们进入了黄城
阳的方向。

一路上所有的路线都
是大弯套着小弯，没有超过
100米的直路，视线非常不
好。在一个弯道前根本不知
道前方会有什么，田力波总
在不停地按着喇叭。

这条山路是车辆出入
黄城阳的必经之路。窄窄
的环山道容不下两辆小轿
车同时行进，里侧是高起
的山壁，外侧是沟壑，最深
的地方达40米。山路上一
辆班车与我们相向行驶，
田力波把车停在最里侧长
着杂草的山壁前，班车才
得以通过。

家长期待

“大鼻子”早到

绕过了无数的弯道后，
我们到了黄城阳村。这天刚
好是黄城阳集，在集上各种
摊位只有1个，1个水果摊、1
个布摊、1个海货摊、1个鞋
摊……

黄城阳村村支书姜文
祥告诉记者，黄城阳在外面
上学的孩子(小学、初中)有
70多个。现在孩子们上学是
坐班车或者几家人合包个
面包车。班车买月票的话一
个月是60元钱，面包车按座
位坐的话只能坐7个孩子，
一个人一天的费用是10元，
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负
担不小。

听说再开学，孩子们就
有美式“大鼻子”校车坐了，
而且一个学期只花100元
钱，家长们很是高兴。村民
姜太祥说，我们都在期待着
这一天早日到来。

“有福”的校车
本报记者 李沙娜

喜气洋洋的福字贴在
了马上就要放寒假的校车
上。10日，在东营市交警支
队女子护卫队的检查完成
后，“有福”的东营实验学校
校车再次出发。

上午11点左右，女子护
卫队上岗检查校车。校车安
全带、行驶记录仪、驾驶证、
行驶证……三名女交警很
快就完成了检查。

东营实验学校政教部
夏主任告诉记者，该校的十
多辆校车会不定期地迎来
女子护卫队交警的细心检
查，“有时候两周查一次，有
时候一周查一次。一般都是
突击检查。”

11点半左右，孩子们来
到校车上。“校车位置是固
定的，座位也是固定的，孩

子 一 出 校 门 就 能 找 到 校
车。”开了10年校车的司机
宋子军告诉记者。

孩子们马上就要放假
了。一年级的井忆鸣和同伴
们一起带来一个福字，“我
们想把福字贴在校车上，送
给它当做新年礼物。”

女交警在孩子们上车
找到自己的固定位置后，开
始进一步检查。“实验学校
乘坐校车的大部分是小学
生，有的孩子特别调皮，坐
上校车后不主动系安全带，
这是我们检查时特别需要
注意的一点，没有系的给系
上。”女子护卫队警官李燕
说。

司机宋子军已在实验学
校接送学生有10个年头。有
大胆调皮的小学生还会与他

开玩笑。毕家瑞和王在煜喊
着：“宋伯伯，你说我们不考
试就放假该有多好。”“宋伯
伯，你会说英语吗？我们考试
还考英语呢。”小学生们你一
句我一句，但是宋子军并不
回话，孩子也都习惯了。

宋子军说：“开校车的
时候必须注意力高度集中，
不能有半点差错。只有在停
车时，我才会逗他们。”

“走大路时最快开到45

迈，一般也就40迈，进了小
区就得二三十迈，因为不一
会儿就有下车的。”记者在
校车上大体算了一下，在锦
华小区，宋子军要停十几
次，“要让孩子们在离家最
近的位置下车。”记者看到，
宋子军两次停车中间最短
的距离只有1栋楼那么宽。

本报记者李沙娜(左)在校车上采访学生。 本报记者 任小杰 摄

8辆校车只拉了200多名学生
聊城茌平校通公司：虽然亏不少，但孩子安全有保证了
本报记者 刘铭

9日下午4点15分，3辆
统一颜色且标有校车标识
的“大鼻子”驶进了聊城茌
平实验小学校园。马上要放
寒假的小冉笑着说：“春节
后还要乘坐标准校车，一直
到上初中。”

去年11月，茌平县第四
运输公司成立了茌平县校
通公交有限公司，投资200

余万元购置了8部校车。而
该公司也成为聊城市最早
且唯一一家专门运营校车
业务的公司。

下午4点半，随着放学
铃声响起，学生们纷纷走出
教室，大部分学生排队走出
校园，另有一部分在校车安
全员的指引下，登上了停在
校园里的校车。

六年级学生小冉告诉
记者，上小学时她没见过这
种校车，那时上下学乘坐的
是私人面包车，有时候一辆
七八座的面包车要塞进近
20名学生。

安全员姜女士说，车上
30多个孩子的名字，家在哪
里，要在哪里下车，都要记
得很清楚，而且车上、家长
都有一个联系卡，上面有司
机和安全员的电话，有什么
事情直接通过电话联系。

校车走出不到10分钟，
第一个要下车的孩子在姜
女士的指引下已准备好。

“遇到需要过马路的孩子，
一定要陪着一起，安全把孩
子送到后再返回校车。”姜
女士说。

慈泉城从事教育工作
3 1年，内退后被聘为茌平
县 校 通 公 交 有 限 公 司 经
理。“任何时候学生的安全
都是第一位的，所以校车
必须规范化运作。”慈泉城
说，公司制定了非常严格
的运行模式。另外，每辆专
用校车配备一名安全员，
负责接送孩子。

茌平县教育局综治办
陈主任说，“除了要求司机、
安全员必须查体外，公司还
必须给学生买保险。”

“现在8辆校车才拉200

多名学生，一个月下来也亏
损不少，但不管怎么说，所
有费用我们先承担着，先把
孩子的安全保证了。”慈泉
城说。

坐上“大鼻子”的孩子们很兴奋。本报记者 李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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