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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办个公交IC卡吧，便宜不少
普通卡最多可享6 . 5折优惠，老年卡、学生卡暂时还不能办理

本报菏泽5月29日讯(记
者 姚楠 ) 30日起，菏泽
城区内正式发售公交IC卡，
市民可前往中华路与牡丹
南路交叉口往东50米、路南
的菏泽公交IC卡服务中心
办理，IC卡实行优惠票价，
首发的普通卡在一元票制
线路上实行8 . 5折优惠，两
元票制线路上实行6 . 5折优

惠。
按照菏泽市物价局核

准，菏泽市区公交车IC卡包
括普通卡、老年优待卡、学
生优待卡三种，今日起首发
普通卡，市民办理时需要交
纳10元工本费，而老年卡、
学生卡的办理还需等些日
子。

普通卡不记名、不挂

失，可连续刷卡，替同乘人
缴费；可跨月、跨年度使用，
在一元票制的线路上实行
8 . 5折优惠，在两元票制的
线路上实行6 . 5折优惠。

老年优待卡供65-70周
岁老人(含65岁)本人使用，
享受5折优惠，办理时凭菏
泽市户口办理，老年卡实行
记名制，可以挂失。

学生优待卡供牡丹区、
开发区内小学、初中在校生
本人使用，在一元票制线路
上实行6折优惠，在两元票
制的实行4折优惠，实行记
名制，可挂失。

除此之外，70周岁(含
70岁)以上老人、盲人、伤残
军人可凭有关部门核发的
有效证件或IC优待卡享受

免费乘车待遇。办理老年
卡、学生卡、伤残军人卡时
需在卡面上打印个人照片，
每卡需缴纳3元制作打印
费，上述优待卡挂失、转存
卡内余额时需缴纳3元手续
费。

市区公交实行IC卡收
费后，公交车将继续保留现
金(投币)购票制，现金(投

币)购票乘车将继续执行原
核准票价和优惠政策。因非
人为因素，造成IC卡失效，
无偿更换新卡，按使用时间
计收每月0 . 5元折旧费，超
过工本费按工本费计收；因
乘客丢失或保管不善，造成
IC卡损坏的(如卡面变形、
受损、折裂)，补卡时需交10
元工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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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菏泽5月29日讯(记
者 周千清) 近日在城区
长江路与牡丹路交叉路口
处的非机动车道上，突然出
现了两个“遮阳伞”，可奇怪
的是大家都不知道是哪个
部门或单位安装的。

随着气候变化，温度
逐渐增高，很多市民出门
等红绿灯的时候，都选择
附近的树荫，避开骄阳烈
日。就在这气温日渐升高
的档口，菏泽市区长江路
与牡丹路交叉路口出现了
两个“遮阳伞”，成为很多
市民热议的话题。

29日，在长江路与牡
丹路交叉路口，记者远远
看到了这两个遮阳棚，分

别位于东北、西南两个非
机动车路口处，遮阳棚下
一块阴凉地儿，让等候的
市民十分惬意：“你看，装
上这个棚不孬，遮阳挡雨
都挺好。”

这两个小小的遮阳
棚，的确引起了市民的广
泛讨论，更有热心市民在
网上发帖，撰文表达对相
关部门的感谢。

那么，这种遮阳棚是
否要大规模安装？安装有
何规划？记者联系到菏泽
市城市管理局，寻求答案。
然而城管局给出的答案却
出乎意料。

“我们正在找安装遮阳
棚的部门呢。”城管局设施

科一位马姓负责人说，他们
知道长江路与牡丹路路口
出现了两个遮阳棚，但并非
城管局安装，他们也曾联系
到菏泽市规划局，也得到了
否定的答案，目前一直没有
找到安装的部门或个人。随
后，记者又联系到菏泽市公
安交警支队设施科，也不是
这一部门安装。

城管局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几年前他们曾拟
过关于安装遮阳棚的规
划，但是因各种原因没有
落地，这次出现的遮阳棚，
他们并不清楚出自哪里，

“这是好事，但安装这种户
外装置涉及安全等问题，
需要经过审批才行。”

这路上的凉棚

是谁安的

本报菏泽5月29日讯
(见习记者 袁慧 ) “杏
还没熟，就有人来采摘
了，地上扔满了被咬了一
口的杏，太没公德心了！”
29日，市民程先生拨打本
报热线电话6 3 3 0 0 0 0反
映，新天地公园绿地里的
杏儿还很青涩，就有人提
着兜子前来采摘。

新天地公园靠近天
香路的地方，种了很多杏
树，又到夏季，树上不少
枝条都被累累果实压低
了头。29日上午，记者看
到几位市民正在新天地
公园靠近天香路的杏树
下摘杏，而这些杏还很青
涩。“现在果子还没成熟，

等熟了就摘不上了，现在
摘回去捂着，或许过几天
就能吃了。”一位老人提
着一兜子青涩的杏说。

一位中年妇女骑着电
动车带着孩子路过，看到
满树的果子停下电动车，
拽着边上的树枝挑选了一
番，摘了几个青涩的果子
给旁边的孩子，只见孩子
咬了一口便扔了，酸得口
水直流。在不远处还有一
名中年男子提着绿色布兜
在忙碌着，细小的树枝在
他手里是那么的不堪，随
着一条条树枝被折断，男
子的布兜也慢慢鼓了起
来，不一会便“功成”归去，
留下了一地残枝落叶。

在旁边散步的赵女
士告诉记者，每天都会有
很多行人停下来摘果子，
特别是到了傍晚，这里更
是热闹。

“我们每天都有专门
的工作人员来负责看管，
劝说前来摘果子的市民，
可经常是劝走一拨又来
一拨。”牡丹区园林处的
李主任说，这些杏树主要
是用于绿化，并没有进行
很好的栽培，所以结出的
果子味道并不太好吃。另
外，工作人员还定期对这
些果树进行喷药，并在公
园内设有提醒牌，所以在
摘果子的时候一定要注
意，小心中毒。

这路边的杏儿

你不要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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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阳棚虽然贴心，但安装并没有经过审批。 本报记者 周千清 摄 ▲市民正在采摘未成熟的青杏。 本报见习记者 袁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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