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摆渡车一般15到20分
钟发一班车，按这个间隔时
间，应该能拉满人才对，但是
在北站上车的人很少会超过
5个人。”在长途汽车总站北
区站牌处卖小吃的王先生
说，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摆
渡车，就去打车或者坐黑摩
的。

2日下午，记者来到长途
汽车站北站，以一名乘客的
身份询问咨询台的工作人
员，从汽车总站坐哪路车可
以到达火车站，对方说：“出
大厅，车站广场上2路车。”随
后记者来到北站广场，一辆2

路公交车停靠在那里，上面
写着济长巴士，原来工作人
员所说的2路车就是从济南
到长清的公交车，其中在火
车站有一个停靠站点。记者
又询问北站广场的多名工作
人员，从汽车总站到火车站
怎么走，对方均回答说，“广
场上的2路”，对公交直达摆
渡车只字未提。

随后记者又来到汽车北
站西侧的出站口，四周完全
看不见乘车的指示牌，用以
告知乘客到哪里可以乘坐直
达火车站的公交摆渡车。

火车站东侧车站街路口
处竖着一块公交导乘提示
牌，其中就有摆渡车的信息。
但是由于火车站的出站口在
西侧，而出站口附近没有摆
渡车的导乘信息，很多不熟
悉的外地乘客找不到摆渡
车。

“开行摆渡车是件好事，
但在配套设施上希望能更人
性化一些。”当初的提案人孙
建军说。

原因>>

两站导乘不到位

摆渡车还是难找

为了体验一下摆渡车的载客量，2日
下午记者在两站之间辗转乘车多次。14时
许，摆渡车在长途汽车总站南区停靠后，
一共12名需要换乘火车的旅客上车。到达
火车站后，摆渡车在站牌处停留一分多
钟，一共拉上9名乘客。据了解，摆渡车均
为16座，也就是说，虽然2日是元旦假期，
但这一个来回摆渡车上仍然都没有满座。
记者往返乘车3次，最多的一次载客15人，
最少的一次只有6人。

记者在汽车总站北区的出站口看到，
几位操着南方口音、背着蛇皮袋的人出站
就问怎么去火车站，被告知没有直达的公
交车之后，只得选择打车。但招了几次手，
出租车看见对方行李这么多，都表示实在
拉不了。记者告诉他们有直达的摆渡车之
后，他们才辗转找到总站南区的站牌。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火车站。一些
需要赶汽车的乘客出站之后，还没来得
及找到可以乘坐的公交车，一些黑摩的
司机已经上前拉客，“去汽车站吗？这里
没有公交车，得换乘好几次，打车也得
15块钱，坐个小三轮吧，才5块钱呢。”由
于外地乘客不了解情况，便被忽悠着坐
了黑摩的。

2日下午，记者来到火车站车站街东
侧两站摆渡车的站牌处。在摆渡车还未
开通时，车站街一度是黑摩的聚集之
地，百余米长的一条小街能有近20辆黑
摩的排成长队。这些黑摩的多为简易的
三轮车，稍精致点的装有车篷，更多的
则是敞篷三轮车，有的在车斗里加块木
板当座位，有的仅放上两个小板凳凑
合。除了三轮车之外，甚至还有一些摩
托车。但如今记者却发现，车站街上基
本看不到黑摩的的踪影，在1 0分钟之
内，只有3辆摩托车缓行拉客。

不断有出火车站的乘客向摆渡车站
牌走去，在下一班摆渡车到达时，站牌处
已经站着十来名候车的乘客。附近一位店
主告诉记者，摆渡车刚运营的前几个月，
还迟迟挤不走黑摩的，但是最近开始见效
了，再加上巡逻车驱赶和天气寒冷的原
因，黑摩的确实很少了。

黑摩的被挤出车站街 2012年济南市两会上，政协委员孙建军提交了《在济南火车

站与长途汽车总站两站间开行摆渡车的建议》。几经波折，2012

年6月13日，由济南公交恒通公司运营的摆渡车正式开通。时隔

半年多，记者回访发现，直达的摆渡车广受乘客欢迎，但是运营

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细节问题，比如导乘依然不到位，很多时候

摆渡车拉不满，而想坐车的人却又找不到。

由于两站导乘缺位，摆渡车陷入“怪圈”

车里空位很多
乘客却难找车
本报记者 宋立山 张頔

2日下午，长途汽车总站南区附近的摆渡车导乘牌被反了过来，正面改成其他内容，乘客找不到摆渡车。
本报记者 宋立山 摄

摆渡车来回空座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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