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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劝阻阻““大大桶桶客客””
志愿者上街劝导施压

大桶客“心虚”开始改变

文/片 本报记者 许建立

从“接点水怎么了”
到“这就走，这就走”

6月4日和5日，齐鲁晚报
记者穿上“齐鲁志愿者”的红
色马甲，跟随两名志愿者，在
泉城路和大明湖路，针对泉水
直饮点不文明的取水行为进
行志愿劝导，劝阻不文明取水
行为三十余次。

“现在虽然还有一些人拿
着大桶、管子直接取水，但这
种情况比去年少多了。”齐鲁
志愿者张秀华介绍说，去年他
们来直饮点进行文明劝导时，
大桶客看到志愿者都觉得很
奇怪，“我接点水怎么了”，这
是志愿者们听到最多的话。现
在不同了，很多大桶客见到志
愿者，说得最多的是“这就走，
这就走”。

“阿姨，来接水呢，给您说
一下，接直饮水没事，但不能

这么个接法儿，您和大爷拿着
管子、皮筋、大桶，在这泉城路
上多不文明啊！”见有志愿者
劝说，三位老人顿时面有愧
色，可能是为给自己找台阶
下，一人连忙解释道：“小伙
子，我就偶尔来一次，这是第
二回，我知道，接完这桶就不
接了，这就走，这就走。”

桶变小了
接管子的少了

虽然有志愿者的劝阻，但
想让大桶客立即停止不文明
取水行为并非易事。往往是大
桶客嘴上说着要走，可手里依
然舍不得，脚下的动作更慢。
这种情况下，志愿者们只能在
直饮点文明地围观。“其实我
们志愿者在他们身边站着围
观也挺无奈的，不过我们的围
观也是给大桶客们点儿心理
压力，让他们知道这么做是不
对的。”齐鲁志愿者张秀华说。

记者注意到，如今的大桶

客也变“聪明”了，具体体现为
“三多三少”：改用小桶的多
了，直接用大桶的人少了；把
桶藏包里的多了，直接露在外
面的少了；用小瓶接水的多
了，直接上管子的少了。

之前大桶客一般用的是
能装几十升水的桶，可能是迫
于压力，虽然还有人在使用，
但已经明显减少了，现在最常
见的是五六升的小桶。

之前直饮水点边上，一
个个的大桶成了大家议论的
焦点。现在一些大桶客开始
刻意把桶藏起来，有的利用
水台和双腿打掩护，远远地
看只能看见一根管子，或者
将桶放在大包、大袋子里，让
人看不见。

之前大桶客们一根管子
长时间霸占饮水点，别人根本
没法接水。现在很多人开始先
用小的矿泉水瓶接水，然后再
灌到桶里。有人见到志愿者还
说：“有人来接水，我就让给
他，咱不长期占着。”

自泉水直饮点启用以来，
深受市民和游客喜爱，但原本
彰显泉城特色的便民设施，因
为大桶客的存在，竟成了检验
市民文明素质的选择题。在劝
阻大桶客的两天里，有些人对
不文明的取水行为总是有各
种各样的借口，甚至这些借口
成了大桶客们的安慰剂和挡
箭牌，可是不文明就是不文
明，怎么辩解都改变不了。

有些人还“五十步笑百

步”，认为自己换成小桶、小瓶
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占据直饮
点，这其实是自欺欺人罢了。
在劝导中，很多大桶客在明知
不对的情况下继续接水，在闪
躲的眼神和话语里，透出的是
一种心虚。

志愿劝导，是一种外在的
方式，拒做大桶客更需要全社
会的监督和个人自律。只有自
律跟上了，泉水直饮点才能成
为济南的亮点和文明点。

别别给给不不文文明明找找借借口口

葛记者手记

有人将桶藏在手提袋里。

自泉水直饮点启用以来，一直有人用大桶接水，
大桶客这种取水行为严重影响了济南的文明形象。
在相关部门和众多社会志愿者的积极行动下，目前
泉水直饮点的情况怎么样了呢？本报记者跟随齐鲁
志愿者，一起到直饮点看看。主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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