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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
今日聊城

10 日大雾“留”客，两天客流攒到一天

汽车总站提前迎来客流高峰

过年都回家，他们却往外走
不少旅客“逆流”外出跟家人团聚或打工

本报聊城 1 月 11 日讯(记者
杨淑君) 11 日，记者在聊城火

车站扛着大包小包行李的行人中
发现，除了赶着回家过年的，还有
一些家在聊城的旅客“逆流”外
出，与在外打工的孩子团聚，或为
了多赚点钱外出打工。

11 日上午，在聊城火车站，

一位 50 岁左右的中年妇女带着
三个孩子，她一会给这个孩子喝
点水，一会又给那个孩子递过去
点吃的。这位妇女姓李，家在东阿
县牛角店镇。“这是我的两个孙女
和一个孙子。”李女士指着三个孩
子说，大孙女和孙子是她大儿子
家的，小孙女是小儿子家的，两个
儿子都在深圳打工。

“赶上春运票难买啊！”李女
士说，今年是两个儿子去深圳的
第四年，第一年和第二年都没买
到春运火车票，到第三年时，为了
能和家人相聚，特意在淡季买票

回家。“连续三个春节没在一起
过，今年无论如何全家得过个团
圆年。”李女士说，为避开出行高
峰，孩子们一放假，她就赶紧让女
儿帮忙买票，收拾行李带着孩子
直奔深圳。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像李女
士这样的赶着外出的客流中，还
有一些旅客是出外打工。“我们提
前一个月就回家了。”家在莘县十
八里铺、要去广州的老王说，那时
候车票好买，早点回家和家人团
聚，现在大家都赶着回家过年，许
多建筑工地、餐厅、工厂都缺人，

而且工资高。“如果这时候能做得
好，这一年的工作也不用愁了。”
老王说，他的儿子今年要高考，女
儿在读大二，家庭负担较重，想趁
着这时候出去多赚点钱。

聊城火车站的一位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最近两年，春节期间
外出的客流逐年增多，大都是一
些老人和孩子，还有一些两地分
居的夫妻和外出打工的农民工。
他说，只要条件允许，还是该鼓励
一些人“反春运”，这样可以缓解
劳动力需求大的地方春节期间的
压力。

腊月里私家车几乎成婚车
车主不仅往外借车、搭油钱，还得当免费司机

本报聊城 1 月 11 日讯(记者
谢晓丽) 进入腊月，结婚的人

多起来，婚车车队是必不可少的
一个项目。11 日，记者了解到，目
前聊城的婚车少数是租赁的，大
多数是借亲戚朋友的。私家车主
不仅要当免费司机，还得搭油
钱，还要随礼。“借吧，耽误自己
时间；不借，又抹不开面子。”这
让有车一族很纠结。

今年 11 月，市民李先生买
了一辆白色的新车，因驾车技术
还不太熟练，一直没怎么舍得开
过。但自从李先生买回这辆车
后，来借车的人络绎不绝。“我叔
叔家的儿子腊月二十二结婚，想

借你的车用，有空吧？”“我有个
朋友家的孩子结婚，你的车还没
许出去吧？”……李先生介绍，他
现在一看到朋友的电话头就大，
唯恐是借车用的。

李先生介绍，他爸爸的车是
黑色的，买车时父亲就说，要个
白色的也行，以免别人结婚老借
车。“没想到形势变了，现在又流
行起了‘白头到老’，婚车车队最
前面和最后面的车都需要是白
色的车，白车又成了‘香饽饽’。”

对于李先生的情况，很多有
车一族都有同感。市民王先生告
诉记者，腊月初一、初二、初四、
初八、初九、初十、十二、十六，

进了腊月门直到现在，他都在
外面忙着给别人结婚帮忙，自
己的事基本上没干。“每天早
晨六点就要起床赶往新郎家，
车队集合后，再去接新娘……
这样一折腾就到中午了。”王先
生无奈地说，连续几天早起，
他 有 点 忙 晕 了 ，腊 月 初 十 那
天 ，他 把 车 许 给 了 两 个 新 郎
官。“我在冠县接新媳妇时，另
一个新郎官的父亲打来电话询
问车为何还没到。”王先生说，
他这才想起来，那天还有一个
要结婚的，他赶紧找朋友开车
过去才完事。

雷先生的一辆宝马车也几

乎月月被借走当婚车，腊月里更
不例外。“新郎家在冠县，新娘家
在聊城，我就在聊城住，准备直
接在聊城汇合一起去新娘家，但
新郎家却不愿意，说是婚车数量
是一定的，必须从家走。”雷先生
说，他得先从聊城赶到冠县，再
从冠县来聊城接新娘，然后再送
回冠县，最后才能返回聊城。“真
折腾人啊。”

“一般借车的都是亲戚朋友
或熟人，我们不仅要当免费的司
机，还要搭油钱，还要随礼。”李
先生无奈地说，结婚是件喜事，
但谁又能了解他们这些坐在驾
驶座上的车夫的苦呢？

看起来很光鲜，谁又了解婚车车夫的苦恼？图为 1 月 8 日，一结婚车队。 本报记者 谢晓丽 摄

格头条相关

考核不合格

不准参加春运

本报聊城 1 月 11 日讯 (记
者 杨淑君 通讯员 于丽玲

张洪涛) 记者从凤凰客运分
公司获悉，该公司安稽科对 256
名驾驶员进行培训并考核，不合
格的取消春运资格。

据悉，春运期间，聊城各汽
车站旅客发送量均比平时有较
大幅度增长，为进一步提高安全
系数，该公司安稽科对所属的
256 名驾驶员进行全方面的培
训，并对其进行考核，发现不合
格的立即取消其春运资格。

此外，聊城市交运集团还对
1106 部车辆加强安全管理，每
天对所有车辆的 GPS 进行排查
回收，确保 GPS 在线率达到
100%，在动态监控中，发现超速
和不按规定线路行驶的车辆，除
及时通知其减速外，还要在第一
时间通知值班调度和线路负责
人，查看是否有私自加班包车等
违规违纪行为，对违纪的车辆配
合调度一同查处，对有影响安全
行车行为的从重处理。

本报聊城 1 月 11 日讯 (记
者 张召旭) 春节临近，到超
市里置办年货的人越来越多。
11 日，记者走访城区部分超市
发现，由于购物的人特别多，超
市的购物筐经常出现“一筐难
求”的场面。

11 日上午，市民郭女士来
到振兴路一家超市买东西，发现
平时摆在超市入口处的购物筐
没了。“服务员说买东西的人多，
购物筐有些不凑手。”在超市 2
楼电梯口，也没有闲置的购物
筐，郭女士只好跑到收银台等购
物筐。“快过年了，买东西的人
多，购物筐都不够用了。”

11 日下午，在柳园路一家
大型超市，入口处仅剩下 4 个购
物筐。在收银台前等待结账的市
民排起长队，几乎人手一个购物
筐。记者走访大顺发、振华量贩、
亿沣购物等连锁超市了解到，最
近到超市购买年货的市民越来
越多，超市里的购物筐和购物车
供不应求。

“超市有 400 多个购物筐，
但现在每天的客流量近 3000 人
次。”城区一家连锁超市工作人
员介绍，为缓解购物筐的压力，
超市安排专人在出口及收银台
前回收购物筐。“这种繁忙景象
一般会持续到除夕当天上午，节
后初二至初六左右，还会迎来一
个购物高峰。”

忙年大军扎堆

超市“一筐难求”

11 日，聊城大学美术学院
学生来到城区建筑工地，为建筑
工人准备了新手套，并现场书写
春联和“福”字送给工人。

本报记者 李璇 摄

节前送福

本报聊城 1 月 1 1 日讯 (记
者 杨淑君 ) 1 0 日，聊城一
场大雾，造成汽车总站许多班
车没能发出。1 1 日，被大雾延
误行程的市民重新到站乘车，汽
车总站迎来首个春运客流高峰，
日发送旅客量达 2 万多人次。

11 日上午，汽车总站候车厅
内的 10 多个购票窗口前，都排
起了长队，检票口前也有不少乘

客在排队等候。“昨天没走成，今
天再重新来坐车。”旅客李先生
说，他提前好几天就买了去深圳
的车票，本打算 10 日坐车，可是
来 了 一 场 大 雾 ，高 速 公 路 封
闭，班车根本没法发出，他只
好把票退了。担心再出现大雾
天气，李先生选择了在乘车前
买票。

正在排队等候检票的旅客

中，有不少是 1 0 日被大雾延
误行程的。王女士说，她要去
济南转车，10 日去济南的车发
车时间太晚，她没法赶上自己
要坐的车，只好把票退了，1 1
日重新再到站乘车。聊城大学大
四学生小马说，她考完研后，本
想趁着还没到春运高峰早点回
家，没想到却撞上了“高峰”。

据介绍，11 日早上 5 点 5 4

分，济聊高速聊城段各收费站
的入口就恢复通行。聊城汽车
总站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11 日的车全部恢复正常了，原
本 预 计 1 3 日 左 右 因 学 生 放
假，会迎来首个春运高峰，没
想 到 突 来 一 场 大 雾 ，客 流 累
积，11 日旅客发送量达到 2 万
多人次，达到今年春运以来的
首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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