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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莱芜

社会

夏季太阳毒烈，莱芜市民反映市内公交车上大多没有窗帘

乘乘客客公公交交车车里里撑撑起起遮遮阳阳伞伞
文/片 见习记者 徐莹

近日很多市民向本报反
映，目前莱芜市的公交车上
基本没有窗帘，气温本来很
热，加上阳光直射，坐公交车

“让人很难熬”。市民希望有
关单位能给公交车安上窗
帘，让乘客免受阳光灼烧之
苦。

记者观察：公交车内撑起遮阳伞

近日，记者从园丁小区站
乘坐1路车 ,刚上车就看到了这
样一幕：一位年轻的女子抱着
孩 子 坐 在 阳 光 直 射 下 的 座 位
上，旁边一个男子撑起伞为他
们遮阳，由于伞比较大，并且
不停摇晃，后面的乘客只能侧

着 身 子 坐 。后 面 的 乘 客 下 车
后，又有一名抱孩子的乘客坐
在了这个座位，这名男子才收
起伞。

随后，记者在新一中站乘
坐8路车。记者上车后在一个阳
光直射的座位坐下，刚坐下就

感到座位上特别烫。十几分钟
后，记者感到很强的灼热感，往
窗外一看眼睛都难以睁开。

跟记者一起上车的一名女
士在一个“向阳”的座位还未坐
稳，立即站起来选择了阴面的
座位。随后上车的几位乘客纷

纷主动选择了阴面座位，车厢
里显现出很明显的“一边倒”现
象。在前宋站上来一位年轻男
子，此时阴面的座位已经被占
满，记者注意到虽然旁边有“向
阳”的空余座位，他犹豫了一下
后，还是站了阴凉的地方。

市民反映：要能安上窗帘，就没那么晒了

每天坐7路公交车上下班
的董女士告诉记者：“我经常是
在 园 丁 小 区 上 车 先 坐 了 一 个

“向阳”的座位，没几分钟我感
觉受不了了，就又换到阴面的
座位，我这刚坐下，车拐到长勺

路上，我这阴面就成了阳面，趁
着还没人我又回到了第一次的
座位上。短短的一段路，我感觉
自己像‘墙头草’一样。”

市民孙女士说，夏天不少
年 轻 女 孩 都 喜 欢 穿 短 裙 、短

裤，座位太热直接没法坐，“我
宁愿站在过道里，也不愿坐在
这么烫的座位上。时间长了还
特别晒，还是站着好点。如果
能安上窗帘，我们坐车就没有
那么晒了。”经常乘坐 2 0路车

的亓先生则说：“我看到车上
不少乘客都用报纸、包还有未
撑开的伞稍稍遮挡，大家都各
有办法啊。”亓先生也希望车
上安上窗帘，给乘客一个清凉
的乘车环境。

业内人士：公交车安窗帘会有安全隐患

记者在调查中看到空调公
交车K9、K16上有窗帘，车上的
窗帘都拉起来，乘客充分享受
到空调冷气和窗帘一起带来的
清凉。记者联系了公交车K9、
K16生产厂家宇通客车公司，
一名客服告诉记者：“公交车上
是否安装窗帘是由客户决定，
客户定制要求中有窗帘，公司
就会安装。安装窗帘会增加费
用。”

记者在不同的未安装窗帘
的公交车上采访了一些司机，
对于公交车上没有窗帘这件事

情，公交车司机反映，工作多年
都 没 有 接 到 乘 客 这 方 面 的 投
诉。原因是莱芜公交车的线路
不算很长，很多乘客一般十几
分钟或二十几分钟就下车了，
如果车内光照强烈，换个地方
就行。没有空调的车安上窗帘
还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司
机介绍：“夏天乘客都会开窗通
风，如果有窗帘，窗帘很容易飘
到外面，遮挡司机的后视视线，
也会影响旁边行驶的车辆，造
成一定的安全隐患。如果要求
乘客不能开窗，车内空气不流

通，对身体也不好。”
可有些长途汽车可以打开

窗户，但是上面仍安装窗帘。面
对这样的疑问，记者来到长途
汽车站，在停车场走了一圈并
没有发现市民反映的情况，长
途汽车站副站长杨桂俊也证实
了在莱芜长途汽车站并没有这
样的车：“窗户封闭的长途汽车
上肯定都安装窗帘，一些没有
封闭窗户的客车上没有窗帘。”
至于为何城际公交车上没有窗
帘，除了安全问题，杨站长还解
释：“拉上窗帘后乘客就看不到

外面的情况，即使车上有语音
报站，很多乘客仍需要看到车
外的情况来确定何时下车，拉
上窗帘后就会十分不方便。”

在调查中，一些乘客积极
建议公交车可以跟私家车一样
贴膜，这样也会阻挡阳光。对
此，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一般
私 家 车 贴 膜 费 用 为 百 元 至 千
元，如果公交车贴膜，费用会比
较高。贴膜虽然会遮挡阳光，但
是也会遮挡视线。如果车内一
旦发生危险情况，外面的人看
不到车内情况和乘客的求救。

老人着急看孙子

天热晕倒火车站

本报8月19日讯 (见习记者
冯建华 通讯员 张涛) 18日，莱
芜火车站温度高达35℃。一位70岁
左右的老人独自在莱芜火车站站
台等车时，突然中暑晕倒。铁路公
安和车站工作人员及时发现并施
救，老人得以脱离危险。

18日14点，济南铁路公安处莱
芜东站派出所蔺家楼警务区值班
民警蔡铁新接到群众报警称，有一
位老汉突然晕倒在蔺家楼火车站
站台东侧。接警后，民警立刻赶往
现场查看情况。“当我们赶到蔺家
楼火车站站台时，一名年龄约70岁
的老汉躺在站台东侧草坪边上，几
名旅客正围在老汉身边手忙脚乱
地施救。”蔡铁新告诉记者，民警上
前疏散了旅客，并同随后赶来的车
站工作人员将老人抬到阴凉通风
处，使他整个身体慢慢平躺下，头
部抬高，松解开衬衣的扣子，用力
掐了几下他的人中穴。大约一刻
钟，老汉意识逐渐恢复。民警立刻
从随身携带的保健箱中取来一些
风油精轻轻涂抹在老汉太阳穴处，
帮助他服下一小瓶藿香正气水。

经民警询问得知，老汉姓陈，
老家是莱芜市莱城区方下镇,准备
去淄博孙子家看看。没想到，刚到
火车站，老汉就中暑晕倒了。

老汉家属接到消息后，立即赶
到车站，还特意买了一箱饮料表示
感谢，被民警婉拒了。

铁路民警提醒广大旅客：对于
老人和儿童请不要让其单独乘车
外出，结伴同行为宜，尤其是在高
温、严寒的极端天气下。另外，出行
旅客还应携带必备的药品，如遇突
发事件可以自救或报警，这样能够
最大限度的保证出行安全。

天气好转

“便宜了”蔬菜

本报8月19日讯 (见习记者
于鹏飞) 18日下午莱芜天气转

凉，伴随着天气转凉，受前段时间
连续阴雨天气影响一路攀升的菜
价也开始走低，不少蔬菜价格降
到了1元左右。

19日下午，记者在鲁中东大街
附近一超市果蔬区看到几种常见
蔬菜的价格：南瓜每斤0 . 69元，长
豆角每斤0 . 7元，黄瓜每斤1 . 28元，
绿甘蓝每斤1 . 18元，茄子每斤1 . 38

元。正在挑选黄瓜的顾客魏女士
对记者说：“半个月前菜价还挺贵
的，家里人抱怨都吃不起菜了，现
在大部分蔬菜降到1块多，对市民
来说是个好消息，目前蔬菜是既
便宜又好吃。”一旁整理蔬菜的导
购员指着柜台上的菜价牌说：“这
里就属茄子价降得最厉害了，从
半月前的每斤2 . 8元回落到目前
1 . 38元，跌了不止1倍；黄瓜也降了
0 . 52元。”

随后，记者从莱芜市物价部
门了解到，进入8月份，农贸市场
上整体蔬菜价格均呈下降趋势。
根据检测员提供的数据显示：8月5

日，茄子价为2 . 2元/斤，而15日的
价格却降至1 . 3元/斤，降幅达41%；
5日，卷心菜价为1 . 5元/斤，到15日
却跌到1元，跌幅33%；像土豆、西
红柿、黄瓜等老百姓日常需求较
大的蔬菜也分别出现36%、17%、
11%的下跌幅度。

莱芜市物价局价格管理科郭
科长分析道：“近期蔬菜价格下跌
主要是因为天气逐渐好转，阴雨气
候减少，利于蔬菜的生长与运输，
供应量增加，加之本地蔬菜大量上
市，供求关系渐趋平衡。不过，今年
夏季雨量特别大，蔬菜已经导致减
产，蔬菜价虽出现一定回落，从长
远看降幅也不会太大。”

本报8月1 9日讯 (见习记
者 郭延冉 ) 17日，来自河北、
山东的6名中国地质大学珠宝学
院艺术设计专业大三学生陆续
来到莱芜凤王祥锡雕研究院，利
用暑假拜师学习锡的加工工艺。
这是中国地质大学珠宝学院在
莱芜凤王祥锡雕研究院设立实
习基地后派出的第一批学生。

18日上午，记者来到凤王祥
锡雕研究院，看到6名学生正在
专心致志地听莱芜锡雕第九代

传 人 王 绪 贤 讲 解 锡 的 加 工 工
艺。学生燕婷是一位地地道道的
莱芜女孩，她说：“这次来跟锡雕
师傅学习锡的加工工艺主要是
为以后的设计做铺垫。我们学设
计的必须首先了解各种金属的
属性和制作工艺才能做出切实
可行的设计方案。”燕婷说，她生
长在莱芜，也早就听闻莱芜锡雕
工艺精湛，享誉全国，这次他们6
人自愿报名来到莱芜凤王祥学
习，她也可以尽一下地主之谊。

“通过一天的学习，我初步了解
了锡的金属特性，发现锡与我们
在学校里经常接触到的银、铜非
常不同，这次来莱芜学习真是不
虚此行。”正在认真修改设计图
纸的青岛女孩付艳说。

“由于锡制品离人们的生
活越来越远，锡目前并不是很
景气的行业，锡工艺也随之走
到了社会的边缘。只有让锡再
次回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它
才能有生命力，才能更好地被

保护和传承。我们为学生们提
供这样一个学习机会，也是想
做一下社会贡献，为锡工艺的
保护和传承做贡献，这也是我
们应尽的义务。”莱芜锡雕第九
代传人王绪贤说。

据了解，此次前来学习的6
名大学生将在此进行十几天的
学习。目前他们每人都画好了
一幅作品设计图，包括手镯、花
瓶等，学习结束时将完成各自
作品的制作。

66名名地地质质大大学学生生 到到莱莱芜芜学学习习锡锡工工艺艺

▲1路车上一名男子为孩子遮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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