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惠民

一个雨天，在济南一辆
K94路公交车上，一位乘客的
鞋子被另一位乘客雨伞上滴
落的水弄湿了，双方为此在
车上发生了争执。

驾驶员李洪英看到这一
幕，指着车厢上的《公交车厢
论语》说：“外面下着雨，车厢
里人又比较多，希望大家互
相体谅一下。您看论语说得
多好，千万别为小事儿伤了
和气。”

李洪英上方的《公交车
厢论语》写着——— 子曰：“伯
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
希。”下面配的感悟是：“公交

车厢中，难免会有小误会，只
有心怀宽容仁爱，相互理解，
才能消除误会。”

听到李洪英的话，两位
乘客开始相互道歉。

自2006年开始，济南公交
在全城范围内推广公交论语，
配有解释、感悟的牌子成了一
道风景线。目前，济南共有
4700多辆公交车，每天240万
人次的运送量，这些公交车内
没有商业广告，每个乘客都有
机会看到的是《论语》。

家住高新区的张先生每
天都要乘坐公交车出行，他
注意到，没有悬挂论语的公

交车内，低头看手机的能占
乘客总数的80%以上。而哪怕
只是“德不孤，必有邻”这简
单的6个字悬挂在车厢内，也
总能吸引很多乘客仔细阅读
领会。

2008年，济南公交通过新
闻媒体向社会各界公开征集

《论语》名句，并进行分类汇
总。在中国孔子基金会的大力
协助下，编写了《公交车厢论
语》，分别从“学习篇、修养篇、
处事篇、服务篇、奉献篇、和谐
篇”6个部分进行阐释。

这就是现在济南公交车
上的车厢论语雏形。这些孔

夫子的名言每一句都配有译
文和富有哲理的感悟，来影
响社会。用济南公交总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薛兴海的
话说，就是要“通过公交这个
文明窗口，将优秀的传统文
化在全社会宣传普及。”

在很多游客印象里，山
东是孔孟文化的发祥地，济
南作为省会城市，或多或少
都显露出了儒家思想侵染的
痕迹。很多游客游览完如泉
城广场的名人墙后，发现公
交车上也有论语，普遍都很
惊讶，并对齐鲁大地孔孟文
化之盛竖起大拇指。

现象 每辆公交车里都有《论语》

封杀车内商业广告，《论语》亮相4700多辆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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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0多辆公交车，每
天240万人次的运送量，
车内没有商业广告，每个
乘客都有机会看到的，是

《论语》。济南公共交通总
公司自2006年推广公交
论语这一工程以来，受到
市民和游客的赞扬：在很
多道德缺失的事件影响
之下，这一举措堪称流动
的“道德讲堂”，潜移默化
地传递着中华民族的传
统文化。

本报记者 孟燕

在此之前，济南公交的
管理者在考虑：公交车作为
一个城市名片的流动窗口，
除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
乎”的好客态度，还要用怎样
的外貌和内饰迎接慕名而来
的人？

济南的公交车内部没有
任何广告，在很多有传播眼
光的人看来，每天数百万人
次的落眼处是一个天然的广
告场所。如果换算成收入，对
于年年亏损的公交公司来
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但济南公交坚持把这个
空间留给了孔夫子。“在孔子

的故乡山东，在省会济南，传
播和弘扬儒家文化是济南公
交义不容辞的责任。”济南公
交相关负责人表示。

“《公交车厢论语》让我感
到耳目一新，让车厢飘散着书
香，平添了高雅，蕴涵了气质。
当我走进车厢，或坐或站，默
读一下富有哲理的《论语》，心
很快就会平静下来，不仅缓解
了一些乘车的无聊，也算挤出
时间学习了知识，更能把一些
名言作为自身行为的准则。”
这是家住历城区祝甸路的冯
建海老人，给济南公交来信中
的一段话。

独树一帜的济南公交很
快得到了乘客的认可。那些穿
越几千年的智者之言，依托一
辆辆现代交通工具，奔波在济
南大街小巷，传递着其中蕴含
的哲理，开启浮躁社会里民众
日渐萎靡的智慧。

市民刘先生因工作压力
大而心存怨气。有一天，当他
满身疲惫地坐上公交车后，
看到前方的“子曰：躬自厚而
薄责于人，则怨远矣”牌子后，
认真读了译文：重责自己，轻
责别人，怨恨自然消除。

看后，刘先生思考了一
路，工作多是领导对自己的

信任，自己不应该有怨气。40
分钟后下车时，他的心情已
经开朗了。很喜欢《蝴蝶效
应》这部电影的刘先生事后
想，如果自己没有看到这段
论语，带着怨气回家，可能会
因为一点小事导致家庭矛
盾，次日又会带着家庭矛盾
上班，势必形成恶性循环。

山东大学一位教授在
《公交论语》的座谈会上感
慨：“我在公交车上看到《公
交论语》后深受感动，《公交
论语》让国学搭上了公交快
车，凸显了祖国传统文化的
当代价值。”

效果 成了流动的“道德讲堂”

济南公交公司预想过社会
效果，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早
在推行公交论语的第三年，
2009年9月21日，时任中央文明
办专职副主任王世明来济南公
交考察企业文化建设工作时，
称赞道：“济南公交论语好！”

而这个在全国打响了牌
子的公交论语，最初的出发
点是提升企业文化，鼓励员
工多学知识，从自身倡导并
实践传统文化、道德的要求。
在薛兴海看来，“公交论语”
是加强企业管理、坚持以人
为本管理理念的内在要求。
长期以来，济南公交始终把

“以人为本”作为管理思想，
将促进职工全面发展作为发
展的根本出发点。

每到年底，在济南媒体

各项好人、责任市民评选中，
济南公交总会有多个司机成
为典型。每个当选的司机都
会说这是应该做的，但他们
忽略了很多人却没有做到。
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应该
做”实际上已经很难找。

而自推广公交论语至今
的8年时间，恰好是所谓传统
道德缺失讨论的一个集中爆
发期。小悦悦事件、南京老人
讹诈案等分别引领过社会舆
论，其中的核心就是是否该
见义勇为甚至仅仅是互相帮
助？而关于“扶不扶”的话题
被反复咀嚼甚至上了春晚。

今年6月28日12点左右，
济南39路公交终点站，78岁
的宋大爷突发脑梗晕倒在公
交车上。公交司机井普峰和

正在值班的女调度芦莎莎闻
讯毫不犹豫上前施救。在120
急救车到达后，芦莎莎陪着
老人来到了附近的山东省警
官总医院,并一直陪护到老人
恢复意识，转危为安。

在全国各地频出“扶不
扶”纠结新闻的当下，芦莎莎
自然也被问到了这个问题。

“以前也看到过这样的报道,
不过我觉得还是好人多。当
时也没时间想那么多，脑子
第一反应就是救人，做好事
不应该被讹诈。”芦莎莎说，
自己事后也没有感到后怕，

“正如孔子说的：见义无为，
无勇也。”

如果不断的负面新闻是
敌对方，公交论语承载的济南
公交公司文化，就是竖着传统

道德文化大旗的正义一方。在
两方面的较量中，不断用自己
员工的行为影响社会和所有
人群。

“公交论语分别从为人
处世、服务管理、敬业奉献、
和谐创新等方面，倡导员工
学习、遵守儒家文化中一些
良好的道德准则和伦理规
范，注重人文关怀，充分肯定
员工的主体作用，体现了以
人为本的理念。”薛兴海表
示，员工肯定会潜移默化受
到影响。

薛兴海用公交车车厢里
的一句论语来形容员工的举
动。“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
仁矣。”意思是说：仁德的人
应该先付出一定的努力，克
服困难，然后才能有所收获。

司机 没考虑过“扶不扶”的问题

曾在公交车上抢救过癫痫病人的1路
公交驾驶员金浩说，公交论语带来的正能
量，就像一个警钟时刻在耳边提醒他安全
驾驶、提高服务。《公交论语》、《公交车厢
论语》已经成为深受职工喜爱的培训教
材。不少驾驶员在忙碌工作之余，主动定
期开展“公交论语”学习大讨论，随口背诵
几句论语甚至成了习惯。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精神的支撑和引
导，在流动的公交车内，从公交论语起
步，随着时代的进步，“道德讲堂”也被
赋予新的时代精神。

记者在济南多辆公交车上看到，目前
有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魅力泉城三大类车厢文化宣
传主题。内容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
列、遵德守礼系列、四德建设系列、中国梦
系列、传统文化理念系列、公交论语系列、
弟子规系列、二十四孝故事系列、新二十四
孝故事系列、领袖名言系列、励志名人名言
系列、仁义礼智信系列、济南七十二名泉系
列、名士济南系列等20个主题。

从论语起步，向多个方面扩展，济南公
交着实走了一条特色的路。山东大学社会
学教授王忠武认为，济南公交车厢内全部
改为公益广告，对于作为企业的公交公司
来说，确实承担了不少经济损失。“人流密
集，宣传效果好，体现了公交将公益性放在
首位，值得点赞。”

把公交车厢打造成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传统文化、城市精神相结合的
文化车厢，将论语等内涵用简短、通俗
的话语“搬上”公交车,“以车厢为文化载
体，这在其他城市非常少见，是济南的
一项创新。”

王忠武表示，核心价值观、传统文
化的弘扬和推广，是个“细活、长期活”，
公交车内的公益广告能让市民在潜移
默化之中，受到道德劝善的作用。在他
看来，这种日复一日的点滴影响，虽然
看不见摸不着，但每个人都将成为精神
文明的传承者和弘扬者。

车厢做文化载体

也是一项创新

敬老爱幼有序下车。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尊重老人在公交车上随处可见。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专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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