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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深调查

新规“高大上”，的哥学会26句中英文口语有点难

一一天天学学一一句句，，不不到到一一个个月月全全能能会会

按照新的《出租车运营服务规
范》，4月1日起出租车司机应该使用
包括“请问您去哪”“很高兴为您服
务”“您需要帮忙吗？”等26种规范用
语，并且分为普通话和英文两种。不
少市民反映，从1日至今打车还没听
过的哥使用这些规范用语。

“我昨天打车，的哥还操着一口
浓浓的泰安腔，问我去哪。”2日，在
长城路天龙大厦上班的孙女士，拨
打本报关于《出租车运营服务规范》

的讨论热线反映，2天以来打过五次
车，都没听到的哥使用标准规范用
语，感觉新规出台基本没有用。孙女
士家在湖南，在泰安刚工作半年，平
时单位同事都说普通话，因为经常
打车外出公干，听不懂泰安话就成
了最头疼的事。“听说出了新规范，
在语言上也有了严格要求，本以为
会是个好消息，没想到没大起作
用。”孙女士说，打车有时会在语言
上闹一些小尴尬，非常希望的哥的

姐都说普通话。
张先生也是在泰安工作的外地

人，他拨打本报热线说，前几天打车
去天外村，路上问的哥这个季节泰
安哪里比较好玩，热心的的哥给他
介绍了一路，直到下车，张先生也没
听明白到底说了几个地方。“的哥是
挺热心肠，我也不好意思打断他，可
是真的听不懂本地话啊。”张先生
说，1日，他打车时遇到的的哥也没
说普通话。

规范用语是挺好 可惜没有的哥说

对于《出租车运营服务
规范》规定出租车司机需学
会26种规范用语的规定，不
少市民表示却有必要。“现
在来泰安的人越来越多，出
租车是泰城的移动名片，的
哥 的 姐 的 确 应 该 学 点 英
语。”市民李女士说，她记得
在2008年之前，泰城的公交
车语音报站还只是中文，但
是在2008年奥运之后，市里
好几条公交线路的公交实
现了中文和英文双语报站。
的哥的姐需学会26种中英
文用语虽然在实行前期有
点困难，但是慢慢就会全部
掌握。“就26句话，一天背一
句，不到一个月就学会了。”

“我以前带团的时候也

是中文介绍，但是最近来的
外国人多了，也在学习用英
文进行讲解。”泰城一家旅
行社的刘女士说，介绍泰山
的情况，她还弄了一个大致
讲解的英语模板，每天练
习，现在已经能带外国的旅
行团上泰山了。“中英文的
规范用语还是要多练习，慢
慢就会了。”刘女士说。

“2008年奥运会期间，
我也曾试着说过英语，但
没坚持下来。这次有了新
规范，我会尽力学。”汇元
出 租 车 公 司 司 机 王 先 生
说，要规范好泰安的出租
车的服务，出租车司机自
身需做到位，还需要相关
部门监督到位。

中外游客越来越多

的哥也得跟潮流

4月1日起实行的《出租车运营服务规范》规定，出租车司机
应使用包括“很高兴为您服务”、“请系好安全带”、“请记住我的
车牌号”等26种中英文用语。2日记者调查发现，实行2天，泰城出
租车司机很难都讲普通话。来泰安游玩的中外乘客越来越多，的
哥的姐需学会26种中英文用语确有必要。

清明假期临近，外地乘客大都
乘坐火车、汽车来泰安游玩。在泰山
火车站、高铁泰安站、泰安汽车站等
窗口单位，的哥接客时大都说泰安
当地的“泰普”。

2日，G 2 8 0次在泰安站停靠
后，旅客们一个个登上出租车，上
车后，出租车司机都会询问到哪
里去。“师傅都说的泰安的本地
话，有些听不懂。”外地旅客刘先

生说，他是上海人，天气暖和了，
带着一家人来泰安爬泰山。司机
讲的泰安话，他大致能知道是什
么意思。“泰安话听起来大致和普
通话差不多。”刘先生说，在上海
打车时，当地出租车司机也基本
是说当地的话，很少说普通话。

上午10点，在泰山火车站广场
前，十几辆出租车也在站外接客。

“干了十多年司机了，也不会说普通

话，只会说泰安普通话。”出租车司
机郭先生说，一天在外能跑个180公
里，平时拉客时基本是不说话，和乘
客聊天说的也是泰安当地话。“泰安
话大都听的懂，没必要再专门再说
普通话。”郭先生说。

随后，记者走访泰安汽车站、天
外村、红门等外地旅客集中地发现，
出租车司机拉客时大都说的是泰安
当地话。

开出租10多年 一直习惯说“泰普”

对于新的出租车运营
规范中26句服务用语，不少
的哥的姐觉得太死板，有时
候说了还不如不说。

“就像系安全带这句
吧，我说十次也不起作用，
还被乘客嫌啰嗦。”2日，在
天外村等活的的哥孙师傅，
说起运营规范中的规范用
语就一肚子委屈。孙师傅开
了十年出租，经常在景区拉
外地游客，逼得自己跟儿子
学了普通话。但每次用普通
话建议乘客系安全带，大多
被乘客忽略，有时候还会遭
白眼。孙师傅说，《规范》里
面的字眼也太死板，比如天
热了问乘客是不是需要开
空调，还得一字一句说“您
需要打开空调吗？”，自己说
着不舒服，乘客听着也别
扭。“直说‘天热了，要不把
空调开了？’不就行了。”孙
师傅说。

一些的哥的姐觉得，外
地乘客可能因为听不懂当
地话需要听普通话，但大部
分时候还是本地客人，用泰
安当地话不仅方便而且亲
切。“大家都是土生土长的
泰安人，客人一上车，我们

再说一口不太标准的普通
话，还不如泰安话让人感觉
舒服。”的姐周女士说，一次
在高铁站拉客人，就是泰城
人。客人上车就跟她聊天，
起初她说普通话，后来让她
改说家乡话，“那个客人在
外地好几年了刚回来，就想
听家乡话。”周女士说，对于
乘客的要求，她也只能照
办。

“我初中没上完就工作
了，就没学过英语。”出租车
司机刘先生说，泰安的哥的
姐大都是初中、高中学历，
上学时只学了几句英语。现
在大都三四十岁了，学会的
几句英语也给忘了，更别说
再新学26种服务用语。

除了问候和道别等用
语外，有的哥反映，其他几
句在工作过程中并不常用
到。“说那些有什么用，只要
我能把你送到要去的地方
就行了。”一位的哥坦言，26

种用语在实际工作中使用
有些不方便，“很高兴为您
服务”“请记住我的车牌号”

“请系好安全带”等就很难
真正实施。

规范用语“高大上”

的哥讲英语“打怵”

本报记者 王世腾 赵兴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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