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交车是城市公共交通最直
观、最具代表的形象符号，作为公共
文化的表现载体，公交车也最直接、
最形象地反映着城市公共交通发展
的规模和程度，透露出城市精神文
明建设进步的信息。

在泰城公交事业飞速发展的今
天，让我们再次回顾那段公交艰难
起步的历史，让我们回望那些曾驶
过泰城街道的公交车——— 为了忘却
的纪念，为了更好地大步向前。

1965年以前的泰城街道上，没有
公交车，如今的泰城街道上，遍布公
交车。泰城公交车从无到有、从少到
多、从简陋到豪华，风雨兼程48年。

从“一线两车”到34条线、869台
车；随着岁月更替，时代变迁，“一代
旧车换新车”，泰城公交车几经更
新，有的彻底退出了线路，很多关于
公交车的往事也已变得模糊。但无
论时代怎样变迁，无数公交车在泰
城街道上驶过，起步停车的铿锵仍
清晰地印记在人们心头，留下了磨
灭不去的美好余韵。

让我们的目光回溯到上世纪六
十年代中期，追忆那些曾驶过泰城街
道的公交车，回顾一下泰城公共交通
走过的近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吧。

1964年，泰安县交通局下属交
通运输联社第一次将目光瞄向泰城
的公共交通。当1965年第一辆公交
车驶上街道的那一刻，公交车就开
始影响、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从
无到有，泰城的公共交通史掀开崭
新的一页。

1965年，一条串联起泰城主要街
道和各重要单位的公交线正式开辟，
当时只有一条线路，两部汽车。“一线
两车”是当时公共交通的真实写照。

六十年代的泰城还只是小县城，
初具城市规模，城市建设刚刚起步，
一切都千头万绪，百业待兴。那时不
光是道狭路窄，坑洼不平，而且很多
街道没有修整，路面得不到硬化，每
有车辆驶过，路上总是尘土飞扬。

为了给市民出行提供便利，泰
安县交通局在物质条件相当困难的
情况下，几经周折，筹备了两台25座
(含站立区域人数)老式解放牌客车
(单开门的那种，严格意义上还不能
算是公交车)，开通了一条长约6公
里的线路，起点是汽车站(即现在的
老汽车站)，终点为火车站。运行路
线是这样的：从汽车站出发，沿灵山
大街东行，下穿京沪铁路桥洞，经汽
车厂、水产公司、南关、化肥厂，然后
沿迎春路北行经东关至军转干部培
训中心(现和平饭店附近)，沿岱宗大

街西行，经红门路、山东林业学校
(现在山东农大东校区)、泰安地委
(现中心医院口腔医院)、山东农学院
(现山东农大)、地区医院(现中心医
院)，然后沿龙潭路南行至财源街东
转，到达火车站广场。

因当时龙潭路上的公铁立交涵
洞很低，仅能通行牲畜车或人力车，
公交车过不去。所以那时火车站和
汽车站之间的换乘需要步行。那时
候公交车上也实行跟现在一样的两
班制，一台车两名驾驶员，车上有售
票员，也是一台车配备两人，就这
样，一共8名同志组建了汽车班，泰
城公交的雏形初露端倪。

当时的泰城经济还不发达，再加
上车辆少，路况差，车上乘客也不多，
单车一天也就百十人次，十几元钱的
票款收入，当然，票价也低，从三站以
内3分钱，按站点多少依次5分、7分、9

分、1角，最高票价1角5分。在市城建
规划局档案馆，那个时期的一些公文
书函、报告批复，公交车使用的票据、
报表，还在安静地存档着当年那份记
忆，一张粉红色的五分钱车票上还清
晰可辨一道验票时的划痕。

1971年，因管理机制调整，汽车
班由县交通局划归县城建局管理，
一并划去4名驾驶员、3台车、2名售
票员，驻地在财源街下河桥老房管
所院内(今中百大厦)。如今，财源街
两旁高楼林立，现代化大型商场、店
面鳞次栉比，当年旧址已无迹可寻。
我们找到了当年开公交车的肖玉珍
师傅，肖师傅住在岱庙社区，虽年过
七旬，但身体硬朗，精神矍烁，说起
话来思路清晰。肖师傅曾在济南开
公交车，1972年随丈夫来到泰安，成
了泰安的一名公交车司机，那年她
32岁，是当时泰城唯一一位女司机，
也是第一位女公交车司机。

她回忆说，1972年的泰城一共
不到10台车，用于公共交通的有4

辆，其中两辆是济南客车厂生产的
解放牌中巴车，单开门二十五座。公
交车运行也不正规，经常被一些学
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包车租用。
1974年和1975年，单位先后购置上海
和博山的双开门大客车各两部，全
部投入到公交线路上，泰城终于有
了正规的公交车。但这批车辆性能
较差，车上设施简陋，燃烧60号汽
油，动力也跟不上；车辆一启动，排
气筒里就直冒黑烟，遇到爬坡时，气
门挺杆就噼里啪啦乱响，车后浓烟
滚滚，黑烟能拖出一里地去不散，而
且那时的车辆笨重，发动机前置，夏
天高温很容易发生气阻，发动机盖

的温度能达到四十几度，开车时把
小腿肚子都烤得通红。

1974年，肖师傅一行从北京接
回来6辆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菲亚特
轿车，这批当时很高档的轿车负责
从火车站接送客人去往天外村等旅
游景点，票价大概一元钱左右。

1975年，为了发展旅游，开通了
红门至大众桥的3路车，这是公交为
泰城旅游业做出的最初贡献。尽管
那时候条件艰苦，但是公司还是为
职工们定制了工作服，是粗布衣服，
但在当时已经很“高档”了。3路车开
通时，肖师傅在终点站大众桥有一
张留影，照片上的她穿着崭新的工
作服，英姿飒爽。

1975年，泰安县人民汽车公司
正式挂牌成立，成立了真正意义上
的公交公司，公交开始以公司形式
向泰城市民出行提供服务。公司驻
地选在一个部队废弃的砖窑厂里，
就是现在火车站银座商城东侧(银
座商城广场)那块场地。公司除了驾
驶员和售票员外，还配备了两名修
理工，总共十几个人，七八部车，但
较之十年前有了长足进步。

到了1978年，沐浴着改革开放的
春风，泰安县人民汽车公司已拥有车
辆十多部，职工四十多名。现已退休
在家的原安全科科长程悦安师傅，就
是在这一年来到汽车公司的，他形象
地形容那些来自上海、博山、聊城、武
汉的车辆，大小不一，颜色不同，车体
形状各异，就像是一支七拼八凑起来
的“杂牌军”。他说，驾驭这支“杂牌军”
可不轻松，因为那些车辆车体沉，方
向、离合、刹车都没有助力，每打一把
方向，双臂都要用上全力，每用离合、
刹车，两腿都要用全力蹬、踩；一个班
下来，人累得就像散了架。

1984年，程师傅代表泰安市参
加全省公交职工业务技能比赛，取
得优异成绩，为泰安公交争了光。
1987年，程师傅当选泰安市劳动模
范，成为公交公司第一位获此殊荣
的一线驾驶员。进入新世纪，在泰城
公交线路上，“公交老黄牛”刘欣也
用实际行动传承着一代代公交人优
秀品质，从事公交车驾驶20多年来，
刘欣吃苦耐劳，好学能干，他安全驾
驶无事故，爱岗敬业无怨言，与人为
善无私心；多年的一线工作锤炼出
优秀的职业素养，受党教育多年使
他具备了高尚的思想境界，乐于助
人使他拥有了良好的精神品格。

1987年，泰安人民汽车公司成
立市郊车队。向郊区开辟了8条线
路，始发站统一设在火车站广场。上
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东
边的埆峪(21路)、范缜；南边的马庄
(27路)、汶口(25路)、化马湾(23路)；西
边的道朗(28路)、夏张都陆续通上了
公交车。那时候有些线路路况差，运
行时间较长，车辆经常是到了郊区
后，无法在当天返回城里，驾乘人员
必须在当地住上一晚，次日再返城。
公交车隔夜运营，也算是泰城公交
史的一个特色吧。

现公交公司工会主席赵霞当年
在市郊线跑马庄的27路上当售票
员，她说，那时候驾乘人员很辛苦，
在外住宿是经常的事，如果碰上车
辆半路抛锚，风餐露宿也是常有的
事。九十年代初期，因多种原因，市
郊车队取消。

1980年，随着泰山西路的竣工，
天外村至中天门旅游线正式开辟。
虽然当时山路崎岖，又有多段土路，
路面坑洼，路况复杂，但公交公司抓
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将公交
车线路历史性地延伸到泰山腹地。

公司的6辆菲亚特轿车和其他
一些车辆组成第一批驶上泰山西路
的运营车队。肖师傅清楚地记得当
时的票价，从火车站经天外村至中
天门，票价为2元钱。程悦安师傅回
忆说，当年跑山的车除6辆菲亚特
外，还有老式的北京吉普、上海面
包、苏联产嘎斯69。

今天，这些车已经消失在我们
视野之外，甚至很多人的记忆里已
没有了这些车型的轮廓。但这些车

却书写了泰山旅游包车的历史。
上世纪八十年代，泰城大街上

还运行着一种铰接式大型公交客
车，这种车由两组车厢铰接而成，车
身长约十五六米，样式跟现在岱岳
区的班车相似。车上两名售票员，除
了负责售票外，每到终点站，他们还
要下车帮助驾驶员调头，经常折腾
好几次才能把车身调正。

在这里，说一个故事。1976年，
有一位还在学校读书的女学生，一
次偶然的机会，随家人乘坐单位包
车去曲阜，开车的驾驶员正好是肖
师傅。这么大的车！这么精神的女司
机！深深吸引了她。那时起，对公交
车司机的憧憬就在她的心灵深处埋
下 了 一 颗 种 子 ，萌 生 了 一 个 愿
望——— 长大后驾驶公交车。择业时，
她毅然放弃了许多机会，选择了进
公交公司，梦想着成为一名真正的
公共汽车司机。事与愿违，她从1980

年进公交公司当售票员开始，30多
年过去了，她与开公交车无缘，却凭
借不懈的努力，走上了公司领导岗
位 ，也 算 是 与 公 交 有 不 解 之 缘
吧——— 她就是公司现任工会主席赵
霞同志。

1994年，无人售票车在全国还是
个新鲜事物；柴油动力的公交车也还
是一个新鲜概念。这一年，十五辆湖
北襄樊客车厂制造的无人售票公交
车驶进泰城，这款车配备朝阳6102后
置式发动机，车身长10米；车上设自
动投币箱，语音报站器，电子音服务
用语；车上配一名驾驶员，不设售票
员，票价一元，实行通票价格。

无人售票车一亮相，立刻吸引
了市民和乘客的眼球，一段时间里
成为人们争相议论的话题，无人售
票车改变着人们对公交车的印象，
改变着人们既往的乘车习惯，也潜
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交通观念。

无人售票车第一次统一了车
型，改变了公交车“杂牌军”的历史。
4路线横贯东岳大街，因为15辆无人
售票车的投入，减少了买票找零等
环节，提高了营运效率，4路线很快
成为当年公交的黄金线路。

无人售票车加入泰城公交车的
行列，为公交一线储备了人材，售票
员们开始重新选择岗位，很多人转
岗成了驾驶员。驾驶员队伍的壮大，
也使公司的发展空间广阔起来。公
司不失时机地购置新车辆、开辟新

线路，将公交车线路延伸到泰城的
各交通要道，在以后长达十年的时
间里，公司相继更新10路、3路、6路、
8路、7路等线路车辆，全面使用柴油
动力车型，均采用无人售票运营方
式。“十五”末，泰城公交已形成以火
车站为交汇点的辐射性公交线网，
这种大格局至今没有改变。

“十一五”期间，泰安经济飞速
发展，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泰城公共
交通从人员、车辆到线路、场站的规
模都得到发展壮大。2005年之前，泰
城公交车基本上是柴油动力车型。
但是柴油车的性能不是太稳定，尤
其是冬季对燃油型号要求较高，加
之公交车一般是大排放量的车型，
不利于环保。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
来，保护环境已形成国际共识，环保
意识深入人心，节能减排的呼声越
来越高。在这种形势、趋势下，公交
车的改型换代被提上日程。

2005年，第一批油、气两用的公
交车投入运营。标志着泰城公交车又
开始朝着节能型、能源清洁型方向转
变。天然气是一种清洁型能源，市场
价格比柴油低，也相对稳定，公交公
司顺应发展需要，逐线改用天然气车
辆，或对原有车辆进行“油改气”，既
节约运输成本，又保护城市环境。

2010年8月14日，公交公司迎来
了历史性的一刻，自1971年39年后
重新“归口”市交通运输部门。这一
管理职能的改变，为公交跨越发展
提供了有力保障。

2010年底，在市交通运输局的
关心支持和积极运作下， 40部油
电混合新能源公交车相继投入运
营，改写了泰城公交无新能源车、无
空调车的历史。

2011年8月13日 ,14辆LNG燃气
公交车在泰城1路线运营，这是我市
首次使用LNG燃气公交车。

2011年9月15日，市政府与昆仑
能源有限公司签署天然气公交车战
略合作项目，双方达成了3年贷款购
置400辆LNG新能源公交车的战略
合作协议……

如今，行使在泰城街道上的公
交车已近600多辆，大多是近两年更
新的CNG、LNG公交车，这些外观
豪华、配置高档的公交车辆分布在
城区36条公交线路上，不但担负着
市区居民的日常出行，更为乘客提
供着方便、快捷、舒适的公交服务。

历历历史史史的的的轨轨轨迹迹迹
——— 泰城公交车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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