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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跃峰

自掏3万元

作启动资金

据其介绍，根据民政部门的规
定，他们组建的顺风车协会虽然属
于公益性的社会团队，但需要有3万
元的启动资金，并在聊城有固定办
公场所。眼下，启动资金他自己掏
了，可协会的办公场所还在寻找中。

无法律界定

担心被当成“黑出租”

最初，团队成员在免费捎人时，
都害怕被交管部门当成“黑出租”。
为此，刁海刚专门找到交管部门，得
知只要不收费就没问题。

后来，刁海刚又找到了相关部
门，希望针对公益顺风车专门推出
相关规定，聊城市交通局运管处则
称，因为顺风车属于公益行为，建议
找公安交通部门咨询。

公安交通部门相关工作人员则
介绍，顺风车不影响交通秩序、无交
通违法行为的情况下就不会有任何
问题，不用推出特别的规定。

担心出事故

希望保险企业介入

虽然发展两年多时间以来，还
未曾遇到过因为交通事故或其他原
因产生的纠纷，但刁海刚他们特别
希望保险企业也能加入进来，在车
辆已经投入相关保险的基础上，再
设一个专门针对顺风车的保障，在
遇到意外时替做公益的车主解决后
顾之忧。

□李师胜

聊城东阿的“80后”刁海
刚 ，两 年 来 做 了 一 件“ 大
事”——— 免费捎人，并且带动
1200多人加入这个团队。

说这件事“大”，首先这
是个好事。随着私家车的激
增，拥堵已成为“城市病”之
一，也是PM2 . 5爆表的重要
原因。而在堵车的另一面，则
是空载率居高不下。本报此
前的调查显示，早高峰时期
私家车一人一车的达八成。
往大里说，刁海刚们的顺风
车，不失为缓解拥堵的一个
好办法，也为改善空气质量
贡献了一份力量。

说这件事“大”，还在于
顺风车在便民的同时，还能
增添邻里、陌生人之间的感
情，为城市生活增添些许温
情。

当然，对顺风车，不少人
还有一些安全、风险等方面
的担心，刁海刚们对此已采
取了签协议、贴标志等办法。
应该说，这能在相当程度上
避免问题的出现。顺风车队
能坚持两年之久，也说明他
们做得不错。

除却这些担心，刁海刚
遇到的成立协会的启动资金
要自己掏、没有固定办公场
所，还担心被当成“黑出租”、
没有法律界定、没有兜底的
保险企业介入等难题，也很
值得关注。

对这些困难，有关部门
应提供支持，让好事能坚持
得长久；热心市民也可以更
多地站出来，让公益顺风车

“越跑越快”。对能坚持做公
益事情的人们，别吝啬我们
的掌声，给他们多些支持吧！

聊城市民刁海刚发起公益顺风车

顺顺路路捎捎人人，，两两年年千千人人入入伙伙
“13日上午8点开车去临清，有同路者可致电联系，城区可免费送到哦！”10月12

日，第二天要从聊城前往临清办事的市民林先生，习惯性地在一个QQ群里发了这样
一条信息。起步于2012年10月份的聊城公益顺风车，发起人是东阿县一名叫刁海刚的

“80后”，今年9月底已经获得聊城市民政局批准成立了筹委会，将于近期组建聊城市
公益顺风车协会。

文/片 本报记者 张跃峰

父亲重病众人帮

我做好事回报

“当时就是顺路捎个人，
车里一个人也是走两个人也是
走，又不会费多大事儿。”“聊城
顺风车”公益组织发起人刁海
刚谈起现在队伍的状况，感叹
真是没想到，短短两年内竟会
有1200名司机加入。

刁海刚是聊城东阿县人。
谈起发起顺风车的缘由，刁海
刚说，父亲患有尿毒症，需要
经常去医院做透析，医院里人
手不够，透析过程中得到了很
多好心人的帮助。

“许多人其实并不是特
意，就是看到了随手帮一把，
可这让我记忆非常深刻。”刁
海刚告诉记者，也是在去医院
的路上，发现周围不好打车，
特别是下雨天的时候，所以开
始有意识地顺路捎一些人。

2012年10月份，在跟一些
朋友聚会时，刁海刚谈到此
事，没想到顺路给人搭车的想
法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在刁海刚的朋友中，有三
位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往来东
阿与聊城、济南等地，刁海刚
跑业务时也经常到周边地区。
八九个好友，从那次聚会开始
每次去外地之前就会通过网
络论坛、QQ群等发布信息，免
费将对方捎到目的地。

到2013年2月份，先后已
经有90多人加入“顺风车”团
队。

队伍大了

想组建协会

刁海刚介绍，2013年春节
聊城城区的主干道上堵车严
重，他跟几个朋友到聊城办事
时都有被堵的经历，而且后来
在济南等地也发现，随着私家
车越来越多，堵车现象已经越
来越常见。与此同时，聊城及
周边地区的雾霾天气也日益
严重起来，而这与私家车增多
关系密切。搭车，则可以缓解
交通拥堵、减少PM2 . 5排放。

在日常交流过程中，有朋
友提出搭“顺风车”的不仅可
以是无车市民，也可以是有车
一族。特别是小区里孩子在同
校读书的情况，以前都是各家
送各家的，现在都是几家一块
去送，一段时间之后，许多家
长感到可以避免堵在校门口，
还节省下很多接送时间。

搭车的好处促使大家感
觉，发展壮大“顺风车”队伍很
有必要。入伙的司机开始印制
资料，有意识地对外宣传。
2013年年底，团队成员增加到
了五六百人，到如今已经有
1200多人加入，还有200多名
“准会员”报名参加还没通过
审核。

队伍壮大了，有人提出还
应该成立一个公益组织。在得
到大家的认同之后，刁海刚就
开始跑组建协会的事儿。跑到
民政部门咨询后，向聊城市民
政局提出了组建公益协会的
申请。今年9月29日，聊城市
民政局批准了以刁海刚为负
责人的筹委会的申请，准许筹
建聊城市公益顺风车协会。

逐一把关新成员

请律师制定协议

“今年4月份，一个小玩
笑，吓了我一身冷汗。”刁海刚
说，当时小区里有个孩子去济
南上学，他通过QQ群联系了
一个正好去济南的团队成员，
让其将这个孩子捎到了学校。
当时是上午9点多出发的，可
是一直到下午5点多，没人告

诉他是否送到。晚些时候给捎
人的成员打电话，没想到对方
告诉他还没送到，已经将孩子
卖了。听到这里，刁海刚赶快
与孩子取得了联系，说是早就
顺利到学校了。再联系那个团
队成员的时候，对方这才哈哈
大笑说是开玩笑。

这件事之后，刁海刚觉得
必须规范队伍。规定凡是有新
人加入，都必须填写相关表格
发给他，而后由本人亲自提交
身份证、驾驶证、车辆行驶证、
车辆报销单复印件一份，然后
到刁海刚处领取顺风车的相
关资料、标志。刁海刚说，虽然
已有一个20多人的管理团队，
但这些工作都是由他亲自完
成的，对新成员逐一把关。

与此同时，还委托律师相
继制定了顺风车团队的公约、
公益无偿顺风车合乘协议。规
定捎人之前，必须先对搭载者
讲清楚合乘协议，并请其在特
制的搭载卡上签字。原则上，
捎人的时间段为上下班时间
和节假日空闲时间，晚上不提
倡陌生搭载者搭车。

在公益顺风车合乘协议
中，明确了双方的义务与责
任。规定如果是首次合乘，应
该携带身份证、驾驶证、行驶
证等人员和车辆证明，合乘
之前自行核实对方信息。合
乘过程中如果发生交通事
故，要根据是不是属于搭乘
的顺风车车主的过错来区
分，如果是车主的过错，车主
也需要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履
行赔偿责任。

编辑快评

给免费顺风车

再多些支持

国庆节期间，刁海刚参加了聊城团市委组织的与国旗合影活动，借机对顺风车进行宣传。

10月12日，刁海刚准备去接一位事先联系好的搭乘者。

对于搭乘公益顺风车，熟悉的
人普遍叫好。聊城城区市民秦正海
所在的小区内有个公益顺风车的成
员，如今他回冠县老家时已经搭乘
了两次顺风车。

“同住一个小区，约定好出发、
回城时间，来回都很方便。”秦先生
说，有一次时间不凑巧，光搭乘顺风
车回了冠县老家，然后乘坐公交车
回聊城。“尽管只能搭乘单趟，也很
方便。若不搭车，得先坐公交车去车
站，还得等发车，坐公共汽车也没有
搭车舒服。”

不过，头一次接触到顺风车的
市民则普遍持疑，轻易不敢相信会
遇到这样的好事，有的还害怕遇到
坏人。

在12日的采访中，刁海刚开车
随机在城区转了一圈，尽管他车前
车后都有“顺风车”的标志，但先后
在路边遇到的两名打车市民最后都
选择花钱打车，也没敢搭乘这免费
的“顺风车”。

对此，市民钱女士说无论是谁，
在不熟悉的情况下突然有车停下说
是可以免费送一程，都不敢上车。

“谁知道这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如果
遇到歹徒，到时候想下车可就难了，
当前有不少搭错车被害的报道。”

针对钱女士的说法，刁海刚也
表示认同。据其介绍，团队成员中不
少人都遇到过被质疑的情况，为此
他们尽可能地通过QQ群、网站论坛
等途径先进行沟通，遇到在路上“捎
人”时也先主动出示个人证件与“顺
风车”的相关协议，以此来赢得搭乘
者的信任。 本报记者 张跃峰

市民态度：

熟人说方便
陌生人怕遇坏人

虽申请成立协会

仍未找到办公场所
寻找身边的公益组织

尽管做了不少准备，宣传
队伍，规范队伍，加强管理，有
步骤地申请成立协会，但刁海
刚他们目前仍面临不少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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