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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关注

聊聊城城出出了了个个公公益益““顺顺风风车车队队””
QQ群发布出行信息，顺路市民可免费搭车

车队创立之初，主要通过网络宣
传，私家车主和市民加入QQ群，观察
一段时间后，才被允许加入这个组织
或搭乘顺风车，但友队的发展并不是
一帆风顺，不少车主曾遭遇市民的

“信任”尴尬
“我自己开车也是开，带人还可

以奉献爱心，一看到这个组织，我就
加入了。每天公布第二天的出行线
路，有人搭车我就去接，没人搭车就
自己去，也不费什么事儿。”作为男性
车主，“小夏”没觉得有太多顾虑和安
全隐患。“作为私家车主，每天行驶在
路上，知道聊城的交通状况，有时候
路上确实非常堵，如果顺风车活动开
展顺利的话，还可以缓解交通压力。
真心觉得这个公益车队非常有爱心、
非常有价值。”女性车主“小沫”也加
入了QQ群，但对于是否领取绿丝带
和车标，她还有些犹豫，“需要观察一
段时间，不知道女车主能不能保证安
全。”像“小沫”一样，有些车主一直犹
豫观望。

私家车主上路后，有时也会遇到
尴尬。“有些私家车主刚刚加入组
织，非常尽职尽责、也非常激动和
兴奋。”江广全说，偶尔虽然在群里
公 布 了 出 行 信 息 ，却 没 人 联 系 搭
乘，车主们在路上看到路边的行人
就会主动询问路人是到什么地方，
如果目的地相同，就邀请路人上车
同行。“路人一直都是疑惑的目光，
然后问要不要钱，很多人一听不要
钱，马上掉转头不再搭理。”这样的
情况，车队的很多车主都遇到过。

“想做好事儿却被人嫌弃，那个尴
尬啊！”

“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有怀疑，这
种事儿会有吗？大家都这么忙，怎么
会有这些时间和精力呢？”一位已经
搭乘过六七次顺风车的网友说，刚知
道顺风车时，她也曾有过怀疑和顾
虑。“后来发现，很多私家车主就想自
己的同学、朋友、同事、邻居，没有距
离感、一点不陌生，慢慢地就信任
了。”该网友说道。

规范：

制定《公约》，约束驾乘双方

“为了车队更规范，我们制定了
《顺风公约》”江广全说，为了出行安
全，他们制定了一系列的公约，约束和
规范私家车主及搭乘车辆人员的行
为，尽量避免做好事中发生的各种意
外情况。

“缓解交通压力，倡导绿色出行。
携手公益事业，共创和谐家园。”这是
顺风车队的公益宗旨，车队制定的“顺
风公约”注明，搭乘的是聊城公益车友
会“公益顺风车”；同方向免费顺路搭
乘，目的地以车主为主，目的地以外不
加派送，不收取任何费用；“公益顺风
车”必须标志齐全，遵守交通法规；搭

乘建议时间早7：00—晚8：00之间；若
不慎发生任何交通意外，不得向爱心
车主索赔。

“顺风车队一律不收费，我们免费
接受市民监督，发现收费情况，会把
私家车主开除出车队。”为了方便监
督和管理，车队中的私家车主都有统
一的标志，即在私家车上系上绿丝
带、前后贴上公益车贴。私家车主领
取车贴的时候，会把车主个人信息及
私家车车牌号等信息登记在册，并与
领取的公益车贴编号，建立电子档案。
同时，各县市区都有负责人，便于管
理。

发展：

筹划建立网站，服务更多市民

“目前，顺风车信息的发布只靠
QQ群，群里只有1400多人，实在需要
进一步拓展信息平台，让更多人看到
信息。”江广全介绍，群里很多车主的
路线是固定的，但是现在很多人看不
到，车主有时候发布了信息，却一个人
也载不到。如何提高顺风车的利用率，
也成了车队发展壮大的一个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筹划着做个网站和论坛
来，更好的搭建信息平台，让更多市民
了解出行线路信息，当然，也是希望有
更多爱心车主加入车队，把公益事业

做的更好。”江广全说道。
为了扩大公益车队的影响力，车

队发起很多公益活动。“今年高考期
间，我们车队就组织了助考活动，免
费接送高考生。”江广全说，目前，车
队正准备资助贫困生，已经向公益助
学组织提供了莘县7位贫困生信息，
近期，车友们准备发起募捐活动。

车队的壮大也遇到新的问题，经
费来源如何解决？江广全介绍，目前，
很多经费是由车友私人提供，随着车
队的壮大，还将商量新的发展思路。

本报聊城9月11日讯(记者 凌
文秀) 聊城有个“顺风车队”，不光
顺路的行人免费搭乘，还会主动咨
询路边人是否同路，如果同路就能
免费搭车。据了解，车友队组建半年
多以来，已有200多位私家车主参与
其中，给爱车系上绿丝带，贴上公益
车标。

网友“冠县-张哥-979”也发布
类似消息，“明天冠县去茌平时间待
定，下午茌平去高唐，联系电话：**
**。”

“网名的格式统一是：地点+名
字+车牌号后三位”，聊城公益顺风
车友队的创建人之一江广全对群
友们的群内昵称进行了说明。

据了解，在聊城公益顺风车友
会的QQ群里，每天类似的搭乘信
息能刷几百条，群里有1400多位网
友，既有私家车主，也有搭顺风车
的市民。“顺风车队覆盖全聊城，包
含城区和八县市车主。”江广全介
绍，顺风车主们有统一的绿丝带和
公益车标。“目前，领取车标的私家

车主已有200多人，还没领取车标
的私家车主有300多人。”江广全说
道。

目前，顺风车队的主要信息平
台是QQ群，每天下午，车主们会提
前把自己第二天的出行线路和联
系方式公布出来，有需要的市民会
主动联系车主。“加入顺风车队有

两个多月了，拉过七八个人，都成
朋友了。”车主“小夏”家住城区，经
常跑县城，每次出行前都会公布自
己的行程和联系方式，然后到约定
地点接人。乘车人看到公益顺风车
图标，可随时伸出手臂、竖起大姆
指向私家车主示意要求搭乘顺风
车。

尴尬：

主动带路人，市民却不敢搭乘

绿丝带、前后车标，这是聊城顺风车的标志。 本报记者 凌文秀 摄

倡倡导导公公益益出出行行，，组组队队之之初初遇遇““信信任任””尴尴尬尬
200多位私家车主，组成公益车队，免费接顺

路市民，“倡导绿色出行，携手公益事业”的宗旨吸
引众多私家车主参与其中，获得市民的认可。而在
组队初期，车队却遭遇到市民的“信任”尴尬，现
在，车队筹划建立网站，将公益事业做得更大。

延伸调查

记者 凌文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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