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车站暑运期间增开两对临客
9 月 10 日前的火车票大学生现在就能买了

2012 年 7 月 5 日 星期四 编辑：李怀磊 组版：边珂C06 今日聊城

综合

本报聊城 7 月 4 日讯(记者
张召旭) 4 日，记者从聊城

火车站获悉，暑运期间聊城增
开两对临时旅客列车，分别是
北京至临沂，北京西至西安。此
外，暑运期间只要火车站有票，
大学生就可以随时买到 9 月 10
日以前的火车票。

4 日，聊城火车站客运办副
主任王玉美介绍，今年暑运期
间，聊城增开了两对临客，分别
是北京至临沂，车次为 K2901
(7 月 4 日开通)和 K2902(7 月

3 日开通)；北京西至西安，车次
为 K41(7 月 6 日开通)和 K42(7
月 8 日开通)。“两对临客什么时
间结束还不好说，但至少会持续
到暑运结束。”王玉美说。

王玉美介绍，为了方便大
学生暑运期间乘车，铁路部门
实行了新的购票制度，原则上
大学生可以随时买到 9 月 10
日前的火车票。王玉美说，今年
铁路部门先期投放了一批学生
票，大学生可以随时购买，但前
提是火车站得有车票。“经常乘

坐火车的旅客很明白火车始发
站的优势，始发站投放的票额
要比过路车站要多，购票相对
容易一些。而聊城属于过路车
站，所以提前买票的前提就是
聊城车站有票。”

王玉美介绍，车站窗口预
售期为 6 天，自助售票机预售
期为 10 天(不能购买学生票)，
市民也可以通过网络或电话订
票，预售期为 12 天。

旅客如要办理退票手续，
需凭车票和购票时所使用的有

效身份证件原件；无法出示本
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的，应到
车站铁路公安制证口办理临时
身份证明后，办理退票手续。
旅客在办理挂失补办手续时，
应提供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
份证件原件、原车票乘车日期
和购票地名称。当车站确认旅
客身份、车票等信息无误后，
旅客按原车票车次、席位、票
价重新购买一张新车票。新车
票票面标记“挂失补”字样。
新车票发售后，原车票失效。

本报聊城 7 月 4 日讯(记者 张召旭)
4 日，记者从聊城火车站看到，售票

窗前的队伍几乎都排到了门口，但售票
厅内的自动售票机却很清闲。火车站工
作人员介绍，现在市民对自动售票机的
认知度还比较低，为此车站还安排了专
人帮市民购票。

4 日下午，在聊城火车站售票厅
内，记者看到有 3 个人工窗口正在售
票，所有的窗口前都排起了长长的队
伍，有的队伍已经排到了售票厅门口。
记者注意到，售票厅内还有 6 台自动售
票机，分为银行卡售票机和现金售票机
两种，而且售票机旁边还有使用方法，
但还是很少有人用自动售票机买车票。

“我不会用那机器，也不好意思上
去用，还是在窗口排队吧，反正人也不
是很多。”正在排队买票的王先生说，
他没有带银行卡，只带了现金，也不知
道这机器能不能找零。

火车站客运办副主任王玉美介绍，
现在售票厅的自动售票机使用率还比较
低，几乎不用排队，主要原因就是市民
的认知度还不够。“我们经常喊一些排
队买票的市民到自动售票机前买票，但
他们根本不愿意去，有些人是不会用，
有些人认为不如在窗口买票保险，为此
我们每天都安排专人帮市民到自动售票
机前买票。”

王玉美说，其实自动售票机买票很
简单。现金自动售票机能识别中国人民
银行发行的第四版和第五版人民币 5
元、 10 元、 20 元、 50 元和 100 元的
纸币，现金自动售票机可以自动找零。
银行卡售票机可以识别带有银联标志的
银行卡。不仅如此，通过网络或电话订
票的市民也可以到自动售票机取票，非
常方便。

格相关新闻

售票窗口排长队

自动售票机却很清闲

火车站售票厅内的自动售票机很少
有人使用。 本报记者 张召旭

真心感动在押人员

“从事管教工作多年，我深
深地体会到，要让在押人员自
觉地接受教育，就必须注重人
性化管理，用真情和爱心教育、
感化、挽救他们。”吕章义说，记
得有一年，因涉嫌故意杀人罪
被判无期徒刑的董某羁押在莘
县看守所，家中留下了 70 多岁
的母亲，妻子和 5 岁的女儿。考
虑到自己刑期长，妻子可能与
自己离婚，女儿也将被带走，思
想压力很大，晚上常常流泪，白
天一愁不展，对今后失去了信
心。

得知这一情况后，吕章义
在耐心细致做董某思想工作的
同时，又到董家中做其妻子的
工作，让她彻底打消了与董离

婚的念头。第二天，吕章义将董
某的母亲、妻子和女儿接到看
守所，在会见室里让他们一家
人团聚，并安排民警为他们一
家人照了一张全家福。“一家人
临别时，董某‘扑通’一声跪在
了我的面前，声泪俱下。”吕章
义回忆说，董某一直说感谢，表
示将来一定好好做人，活出个
样来报答社会。

董某的情况，只是吕章义
真心感化犯人的众多事例中的
一个。

在看守所过了 22 个春节

从事看守工作 23 年来，吕
章义从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为
任何一名在押人员家属和朋友
开过“绿灯”，他所带领的民
警从没有为在押人员行过“方

便”。“县直部门一领导与我
有 20 多年的交情，有一次，
他的一个亲戚在押，想让我提
供方便见上亲戚一面，被我婉
言拒绝。”吕章义说，他这位老
朋友非常气愤，半年没和他说
过一句话。

吕章义自从 2000 年主持
看守所工作那天起，既当所长，
又当狱医；既当领导，又当看守
员。在监管这一特殊的岗位上，
吕章义履行着一名人民警察的
使命与责任，奉献着爱，收获着
快乐，但在内心深处也有对家
人的愧疚。

自 1989 年走进看守所，吕
章义基本每天都是早出晚归，
22 个新年除夕都是在看守所里
过的。作为一名身兼狱医的看
守民警，保证在押人员的安全，
让民警放心，让领导安心，是职

责所系、良心所在。
在农村老家，有大年初一

给父母磕头拜年的风俗，这是
晚辈孝敬长辈的一种最纯洁、
最真挚的表达方式，也是老人
最喜欢、最需要的新年礼物。去
年春节，吕章义的妻子劝他，现
在所里有医生了，今年该回家过
年了吧，家里老人都 70 多岁了，
都 20 多年没回家过春节了。

但吕章义考虑到新来的民
警多，押量大，节日期间在押人
员情绪容易波动，就对妻子说
你和孩子回去吧，好好陪陪咱
爹咱娘。“初一早晨，我在所里
拨通了老家的电话，让二位老
人按下电话的免提，说爹、娘，
我在这里给您磕头拜年啦，明
年春节我一定回去！”吕章义眼
含热泪说，他心里深知，这样的
承诺根本不可能兑现。

吕章义 23 年奉献在高墙：

“真心让在押人员感觉到真爱”
文/片 本报记者 刘铭 通讯员 张玉庆 张宪尧

吕章义现任莘县公安局监管
大队大队长，自 1989 年 11 月从莘
县人民医院调到莘县公安局，从事
看守工作，从此便拉开了他漫长的
管教生涯。

“俗话说‘铁打的监狱，流水的
犯人，无期的看守’，我这一干就是
23 年。”吕章义说。这些年来，他全
身心地工作在自己所挚爱的监管
岗位上，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奉献着自己的一份爱心。自 2000

年 9 月主持看守所工作以来，看守
所已连续 12 年安全无事故。 吕章义在给羁押人员检查身体。


	L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