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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明看细节·尴尬一幕

一个城市美丽与否，看她的市容市貌。一个城市文明与否，则看她的细微之处。目前，济南正在全力争创“全国文明城城市”，创城不只为
了一个荣誉，更是为了通过这个过程让泉城来一次从内到外的提升，让她更加有魅力。说到文明，济南这座历史文化城城市在这几年已经
有了长足进步，但仍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本报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城市文明看细节”，为济南创城加把劲。

““大大桶桶客客””包包围围
泉泉水水直直饮饮点点
记者探访56处直饮点43处被占用

本报记者 张泰来 许建立
实习生 刘凯

36处直饮点
有3人以上接水客

“我说，你有医保卡，可以去
医院报一个管子，好用还卫生，
比五金店里的胶皮管强。”11日
上午，济南黑虎泉北路一个泉水
直饮点前，一高一矮两个出水口
全被接上了细长的皮管。一边一
个20升的大桶，几名老人一边接
着水，一边聊天，还交流起了接
水的经验心得。

类似的场景也在泉城路片
区屡屡上演。去年5月开始，遵循

“泉水先观后用”打造泉城新名
片的原则，济南市历下区启动了
直饮水建设工程，当年12月，首
期40处泉水直饮点建成投入使
用。今年9月，历下区又在泉城路
以北片区新设置了60处泉水直
饮点，目前在包括黑北路、趵北
路、大明湖路、黑西路等路段在
内的泉城路片区，已经设置了
100处泉水直饮点。

据了解，这些直饮点主要分
布在旅游线路以及商圈的周边，
饮水台形制分为荷花形石质饮
水台、玉琮形石质饮水台和钢质
3D打印饮水台三种，暗合着济
南的城市特色。

当初，泉水直饮点的建设博
得了一片叫好声。可是，在实际的
运行过程中，一些市民却“会错”
了意，供市民、游人解渴的便民措
施逐渐沦为了部分人的水龙头。

黑北路、大明湖路、趵北路、
黑西路沿线分布了至少56处泉
水直饮点。11日上午，56处直饮
点中有44处都有人在使用，遗憾
的是这些使用者中只有一名是
游人，其他43处均有用大桶接水
的市民。而且36处直饮点都有3
名以上接水客，他们边接水边聊
天，俨然成了社交场所。

在大明湖南门附近一直饮
点，两名手持自拍杆的外地游客
看到直饮设施很是新奇，围上来
一阵拍照，可是两个出水口却全
被接水客占据。过了大约三分
钟，接水客始终没有停歇的意
思，看看空了半边的水桶，两人
怏怏地离开了饮水点，最终也没
有尝到甘洌泉水的滋味。

“真是泉城啊，你看他们还
有这样的水龙头让大家打水。”
这么多人大桶小桶在饮水点接
水，甚至让不少外地游客误以为
直饮点就是供市民接水而设。

胶带、布条、三轮车
为接水全副武装

直饮点只有持续摁压才能
出水，而且出水量和喷水高度均
不大，直饮尚可，想要接哪怕一
瓶水都绝非易事。更何况是接满
20升的水桶呢？可是，这样的问
题对于接水的大桶客来说根本
不算个事。

不同的饮水点有不同的情
况，可每一个大桶客都有各自的
窍门。他们中有的携带大大小小
多个水瓶、水桶，有的直接找来
砖块、石块压在出水摁钮上让出
水口持续出水，然后用大桶对着
出水口接水。接到一定程度无法
继续接水时，换用小瓶上阵，接
满小瓶后倒进大桶，如此再三，
直到所有的容器全部装满。

还有一些大桶客更为先进，
他们或者用宽宽的布条，或者用
一种黑色的胶带，把摁到出水状
态的摁钮缠上一圈，如此出水口
就一直保持出水状态。

用桶对着出水口接？这多累
手，还冷，有经验的大桶客可不
会这么干！他们有自己的设备，
要么是一截黑色的胶皮吸管，要
么是洗衣机、空调的排水管，甚至
还有医用的皮管，一头对着出水
口，一头直插入水桶。接水人一点
不用动手，泉水就直接流到了桶
里，不仅不累还不耽误聊天。

有了接水捷径，大桶客的胃
口也变得大了起来。这些“职业”
的接水客每人至少备有三个5升
的水桶，多数带着两三个5升的
中桶，一个20升的大桶，一个2升
的瓶子。这些装备有些是手提，
绝大多数是放置在自行车、电动
车和三轮车上运载。

在大明湖路按察司街口的
一处直饮点，甚至有一个大桶客
驾驶着一辆摩托三轮车接水，车
斗里竟然装了7只20升容量的大
水桶。

记者观察发现，虽然有种种
越来越“先进”的装备，但受出水
口出水量限制，接满一个5升装水
桶都需要五分钟以上时间。而且，
接水客多数十分重视清洁，接水
前又是涮水桶、又是洗瓶盖，接满
5升都需要七八分钟时间。接满一
个20升装水桶则需要30分钟左右。

如此一来，每人三只水桶接
满都需要半个小时左右时间，直
饮点前排队也就成了常事。在黑
北路一家单位上班的韩女士对
于这种接水客很是看不惯，可也
无可奈何。

接水客有时间等，还有先来
后到的规则不怕等，可是游客和
口渴的市民却等不起，有谁能为
了喝口水等上20分钟或半小时
呢，就是等5分钟也不值当啊！

接水客多是老年人
不少坐公交车赶来

根据观察，接水客的构成也
表现出一定的特点。首先，数量最
多的是60岁左右退休在家的老年
人，占到总数的70%左右。他们有
些就居住在直饮点附近，平时也
没有固定的事情安排，接水成了
每天必备的活动。次数多了跟其
他接水客甚至成了朋友，接水的
同时也包含着社交活动。

还有一些老人并不在直饮
点附近居住，甚至都不在历下
区，但这也难不倒他们。多数直
饮点距离公交站点并不远，他们
乘坐公交而来，接水之后随即再
乘车而去。

“我们接个水怎么了，又不犯
法，要是有人来喝水，我马上让给
他，一点也不耽误事。平时没人它
闲着也是闲着，你设这个不就是
为了让接水的嘛。”老人们心里自
知接水理亏，但面对记者是否知
道直饮点是为游人设计的问题，
依旧振振有词为自己辩解。

也正是因为这些老年人大
多时间较自由，不少“热门”直饮
点从天亮到天黑一直被占据着。

“早上上班时有人排队接水，大
桶小桶的，下午下班时还在接，
这么好意思，他们不知道脸红
吗？”韩女士说，虽然多数人看不
惯这种行为，但接水客却不以为
意，排队时间长了，甚至有人出
面维持秩序，“大家别着急，先来
后到，慢慢来，咱小老百姓别自
己窝里反，闹了起来！”

其他还有25%左右的接水
客是沿街商家、单位的员工。他
们在工作之余用大桶接水，多数
是供本单位人员饮用。

最后，还有5%左右的人是
年轻人，他们也加入了接水的人
群，骑着电动车，甚至开着车到
直饮点接水。

本报记者 许建立 整理

对于直饮点被“大桶”占
领一事，不少齐鲁壹点网友
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大部
分壹粉认为，这样的行为确
实存在“占公家便宜”的嫌
疑，对于济南的文明程度和
城市形象也造成了影响。

一位中老年壹粉回复：
“现在政府都在整理市容，应
该管一管泉水直饮点不文明
行为。我也是老年人，看到这
些老年人大桶小桶用管子接
水的行为，实在是不应该。建

议职能部门管管，毕竟是在
泉水比较集中的地方，外地
人比较多，太丢人了。”

大多数市民还是觉着这
种行为“太丢人”。壹粉“夕阳
217”就称，“别让外地游客看
到那些大桶啊！”壹粉“快乐
皮皮”甚至表示，“要不就先
关了直饮点，这种现象呈现
出了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
有碍观瞻，实在不好看！”

这一问题自然也引起了
不少外地网友的关注。有位
网友“文嘉生动”在评论中讲
述了自己的遭遇：“在芙蓉

街，想喝一口泉水，一个老太
太占了，一个大的纯净水桶
在接水，旁边还放着三个这
样的桶，真无语了。”

网友“二蛋”表示上次去
济南，老人居多，大桶小桶不
停地接，外地游客根本喝不
上。他口干舌燥没办法，只能
去商店买了矿泉水喝。

网友“拉黑”评论道：“个
人感觉济南人喝自己城市的
泉水无可厚非，只是别耽误
客人品尝。大家可以晚上去
接水，比如晚十点以后，那时
应该没游人饮水了吧。”

壹粉热议直饮点接水客

““有有碍碍观观瞻瞻，，实实在在不不好好看看””

从清晨到傍晚，从砖块到胶带、皮管，近来原本为游人和市民解渴设立的泉水直饮点，因为不
少“大桶客”的介入越来越偏离其设立初衷。一些市民甚至开着三轮车大桶大桶地接取泉水，使用
的工具也由原来的砖块发展到胶带、皮管。

就这样，一些直饮点前甚至排起了接水的长队，游人想要饮水几乎不可能。原本彰显泉城特
色的便民设施，竟成了一道考验市民文明素质的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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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个直饮点没一个空闲，游客想喝水基本没戏！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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