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杠子头】

“杠子头”是剪子巷开设
的评谈说理栏目，互动方式
有三种：注册微博齐鲁(http：
//tr.qlwb.com.cn)“杠子头”织
围脖；话题投稿：q lwb jzx@
163 .com；QQ群：107866225。

【张霞】

通过对来稿质量、数量统计,张
霞获得了本期“杠子头”称号 ,获得
杠子头津贴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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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的提醒

有“礼”才更有力

@张爱学：司机不惜“点名”提
醒乘客给老人让座位，主要是为老
人的乘车安全着想，是出于好心好
意。但对乘客而言，让座虽然是一种
美德，也是一种自愿的行为，所以司
机应注意语气和礼仪，不能让乘客
在众目睽睽之下，有“不想让也得
让”的感觉。比如可使用“请”、“您”
和“谢谢”等这样的敬语，再加上征
求意见的方式，让这种善意的提醒
听起来更加委婉、温和。先有“礼”，
才能有利于乘客认同和接受。

加大公交运力

让座位不再稀缺

@孙金英：目前济南市不少公
交车在早晚高峰期时比较拥挤，
有时甚至挤得乘客都不能舒服地
站立。在一座难求的情况下，要求
所 有 人 文 明 礼 让 的 确 有 些 不 容
易。相信公交规划合理了，出行路
线选择多了，再加上充足的运力
和理性的引导，“点名让座”的情
景就少了。

公交车专座就该专用

@刘博皓：在公交车上，前几排
的座位通常被认为是留给老弱病残
孕群体的。但是，现实中一些乘客常
常占用这些座位资源，甚至在特殊
群体上车后，依然熟视无睹。既然是
特殊群体的专座，就应该保持专用
属性。

给老人让座

不仅在公交车上

@侯家赋：前几天，上午9点多
钟我到一家银行办理业务。由于银
行刚上班，到银行办理业务的人很
多，只好取号等候。我坐在座位上等
候的时候，一位老年人来到银行。我
看到那位老年人没有座位，就把自
己的座位让给了他，受到老年人和
周围人的共同夸赞。给老年人让
座，不能仅仅体现在公交车上。尊老
爱幼，事事彰显，无处不在。

近日，济南122路公交车上，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上车后无人给让座，公交司机
按“文明礼让宣传键”两次，仍无人反应。司机便“点名”提醒坐在第一排的乘客让座。
乘客认为自己的权利被侵犯，事后投诉了该驾驶员。公交车上该不该“点名”提醒让
座，有人认为是善意提醒，也有人认为不该这样做。

开杠

@李俊萍：在公交车上让
座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文
明礼让宣传做到适度即可，没
必要“点名”提醒。无论站着还
是坐着，气氛和谐就好，心安
就好。也可以在车内用公益的
方式营造相互礼让的氛围，更
能深入人心。

@陶玉山：“点名提醒让
座”有些过了。在公交车上，看
到无人给行动不便的老人让
座，通过语音温馨提示无人响

应后，作为司机可以再次客气
地提醒，但具体到哪一排没有
必要。被点名的乘客不让座可
能有其原因。不管怎样，公交
车司机公开点名让其让座，有
侵犯其权利，使其名誉受害的
嫌疑。

@韩继联：驾驶员“点名”
乘客让座不妥在于，形成了一
车人只有被点名者该让座其
他人不用让座的不公平局面。
而且在那种环境下被点名，乘

客就是有难处也无法述说，还
得面对旁人种种舆论的压力，
任谁也受不了。

@赵鹏：人人都有自尊心，
点名让座不太妥。众目睽睽之
下，被点名让座，让人有些下
不来台，面子上会过不去，易
引发驾乘矛盾。既然公交车上
设置了“文明礼让宣传键”，作
为司机可以按键提示，司机有
按键的权利，没有点名让座的
权利。

●众目睽睽下，让被“点名”者情何以堪

司司机机““点点名名””让让座座该该不不该该

●为尊老爱幼，“点名”是善意的提醒

@白建军：公交车属于公
益性的交通工具，鉴于它的公
益性质，在票价制订、行走路
线、营运时间、车距间隔等方面
都充分考虑了惠民、利民、便
民，而公益属性的最大特点，是
照顾社会的大多数尤其是弱势
群体。因此，公交车是公共领
地，不是某一个人的私人领地，
即便他买了车票，车票里也包
含了很大的公益性，乘客的私
权应该为公益让路。

@韩艳：公交司机“点名”
是善意的提醒。站在司机的立

场上考虑，老人站久了支撑力
减弱，车辆行驶中或转弯时怕
其会受伤。再说司机是在按了
两次语音提示的情况下，才提
醒第一排乘客让座给老人的。
善意提醒让座，司机做的没错，
不过如何提醒要根据情况而
定，还需要注意态度和方式。

@田华：一般情况下，公
交车前排就是为老弱病残孕
设置的专席，专席空置的时
候，普通乘客可以暂时坐在
上面，一旦有特殊乘客上车，
第一时间需要让出来的应该

是前排的老弱病残孕专席，司
机进行提醒没错。

@孙维国：不让座可能有
身体不适、工作疲劳等方面的
原因，但不能否定司机点名提
醒乘客让座的善意。人人都有
老的一天，当我们老了无人让
座，我们会作何感想？公交车上
为老弱病残孕让座，原本是举
手之劳的小事，如今却时常成
为新闻，这本身就是一种悲哀。
多想一想“老弱病残孕”的不
易，角色互换，换位思考，主动
让座就不难了。

精论

建议

再有老人站着

如何提醒让座

@张霞：我是公交75路驾驶员，
根据多年的服务经验，遇到类似122

路上这种情况，应该提醒乘客让
座，不过在方式上可以委婉些。首
先驾驶员见到老人上车要主动上
前扶一把，既体现了我们对老人的
尊重，同时也是一种示范；其次提
醒大家为老人让座时不要针对某
个乘客，而是用恰当的服务语言来
营造敬老的车厢氛围，如“这位老
人腿脚不便（拄拐），需要大家给予
帮助，看看哪位年轻的老师能让个
座，谢谢”；第三要给大家和自己留
有余地，如果确实因为车内老人比
较多等特殊原因，仍未出现让座的
情况，驾驶员也应灵活点，比如说：

“老人家别急，您先站我身边，下一
站许多乘客要下车，我再给您安
排。”我认为，乘客之间是平等的，
驾驶员都要予以尊重，公交运行中
遇到一些小问题，要用一定的服务
技巧妥善协调好彼此之间的关系。

别只期待

他人来传承美德

@鲁嵛：当老人上车时，相信很
多人知道给老人让座是社会提倡
的美德。但很多时候，不少人并没
有第一时间让座，而是期待别的乘
客让座。当大家都这么期待的时
候，就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冷场局
面。当这种冷场氛围一蔓延，错失
了最佳让座时间后，再站起来就更
需要勇气了。所以让座也讲求最佳
的第一反应、第一时间来实现。

打油诗

@黄伟民
中华民族之美德，
尊老传统故事多。
乘车让座应提倡，
如何行事靠自觉。
大力宣传加提示，
不宜上纲与强迫。
礼让彰显风格好，
投诉司机有点过。
老人腿脚不方便，
体谅理解应让座。
谁都难逃暮年日，
孰是孰非不多说。

@李梅杰
车上拥挤老人多，
众人纷纷来让座。
主动让座应点赞，

“点名”提醒不甚妥。
让座本应靠自觉，
不让肯定原因多。
男女老少互理解，
乘客之间才和谐。

老人上
车后，不是每
次都有人主
动让座。
本报记者
郭立伟 摄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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