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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发表在 1997年 2月 17日《郑州晚
报》副刊上的一首诗歌，来自一位读者。现在
看起来颇有“梨花体”的风格，还很押韵。这
位名叫李蔚的老读者热情洋溢地写下这首
诗，由衷地表达着一种“欣喜”：郑州给老年人
办理乘车证，以后就可以免费坐公交车了！

这在当时的郑州城，是一种共同的情
绪。1996年 12月 28日，郑州市公交总公司
在《郑州晚报》头版发出一个《关于办理老年
人免费乘车证的通告》，虽然只是靠下位置的
一个小豆腐块，却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公交变革。

这份通告上说，为落实市政府关于我市
6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乘坐公共汽车、电车的
指示精神，郑州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决定于

1997年1月1日开始办理免费乘车证。
很显然，李蔚老人成为郑州第一批拿到免

费乘车证的市民之一。据郑州公交总公司给记
者提供的数据，1997年公交公司共办理老年免
费乘车卡7.5万张。他们可以免费“乘车走全
市”了，虽然当时的乘坐范围只有市中心城区
的25条公交线路。

根据郑州市统计局 1990年统计资料显
示，郑州市当时城区有 60岁以上老人 14.8
万，1996年预测将达到17万人。

政府有关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实行老年
人免费乘坐公交车，“体现了党和政府对老年
人的尊重和关心，是敬老、爱老的重要举措”，
同时也是应对城市老年人增多、老龄化趋势
加快的一个重要举措。

1997年，一首关于公交的诗

“从 1997年起，郑州市开始实行老年人
免费乘坐公交车，是国内较早实行老年人免
费乘车的城市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全国唯一
一个自60岁以上就享受免费乘车的城市（其
他城市大部分是 70岁以上，北京、上海、天
津、南京等城市则不实行）。”郑州公交总公司
负责人告诉记者，为60岁以上老年人办理免
费乘车卡作为一项惠民政策，郑州公交一直
走在行业前列，是郑州公交的一大亮点。

事实上，相比北京、上海、天津、南京等城
市而言郑州公交的起步并不是最早的。建国
初期，郑州市居民出行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逗
留在街头的人力黄包车，或者穿行于大街小
巷的小毛驴。后来渐渐出现了三轮车，成了
城市人群主要的客运工具。到了1954年，郑
州街头才首次驶出了现代化交通工具——公
共汽车。

当时的社会背景是，1954年河南省省会
要由开封迁至郑州，郑州市将成为河南省的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满足省会迁郑后，
城市社会经济活动及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
市政府于1953年上半年决定，由市城市建设
局负责开辟郑州公共汽车路线，以当时比较
先进的公共汽车，逐步替代城市落后的三轮
车客运工具。

比较详细的数据来源于郑州公交总公司
的统计：1954年 1月 19日郑州市公共汽车公
司正式成立，1月 31日举行了郑州市公共汽
车公司开业典礼，2月1日公共汽车正式投入
运营，首辟了二七广场至郑州国棉一厂的 1

路公共汽车路线、2路环形路线和火车站至
二里岗的3路公共汽车路线3条线路。

尽管当时只有 3条线路、6台运营车、17
名公交职工，但是这一零的突破还是令全市
人民为之欢呼，郑州公交事业从此揭开了新
纪元。

现在，郑州公交公司共有职工10039人，
各种运营车辆4218台，运营线路216条，线路
总长度 3299.45公里，日均运营里程 60万公
里、运送乘客200多万人次。

郑州公交总公司负责人说，随着郑州市
城市化进程加快和郑州公交事业的快速发
展，郑州公交为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我市城
区划定范围内的 6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乘坐
市内公交车的指示精神，从 2008年 4月 1日
起，进一步扩大老年人免费乘坐范围。“并且，
老年人免费乘车卡，在原每卡每月准乘普通
公交车70次的基础上，增加空调专区，每年为
老年人充入125次，用于乘坐空调车。费用由
郑州市政府和郑州公交总公司共同负担。”

2009年 3月 1日《郑州市公共交通条例》
正式施行，《条例》将城市公共交通定位为社
会公益性事业，应当按照设施用地优先、资金
安排优先、路权分配优先、财税扶持优先的原
则，建设、完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

为彰显郑州市公交公益性特点，郑州市
公交总公司从 2009年 4月 6日开始实现 60
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乘车全覆盖，凡郑州市城
市户口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均可办理免费乘
车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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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免费
郑州全国领先

如今在网络上，很容易就能搜出外地人
夸赞郑州公交“给老年人让座已经成为习
惯”的帖子。相反，如果某天哪位外地网友
看到了年轻人不给老人让座的现象，反而会
将其当作难以容忍的现实。记者于2009年6
月18日在郑州街头随机采访，被受访者中有
90％以上的人认为郑州公交的让座现象很
普遍，优于国内其他城市。

我们没必要拿其他城市去比较这一问
题的优劣。记者在故纸堆里翻阅早年的报
纸时发现，也就是从1997年郑州实行公交车
为老年人免票之后，关于让座问题的讨论多
了起来。

有一篇发表于1997年2月22日《郑州晚
报》都市生活版的名为《乘车让座杂议》的评
论文章（署名钟实）说：“据笔者近一段时间
乘车观察，军人、学生主动让座的居多，一些
衣着朴素的也能主动让座。而一些打扮入
时、穿着讲究、长发蓄须的年轻人，好像是天
生的‘坐客’，从来没有让座的习惯。”

经过观察总结，作者钟实将乘车不知让
座者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强词夺理型，声称“公
共汽车上的座位是公共的，谁先抢到谁先
坐”。二是装腔作势型，趴在座椅上不动声色，
装病。三是佯装型，为企图逃避让座或佯装睡
觉或脸转窗外，而内心却忐忑不安。

这篇评论文章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说有一次一位抱小孩的母亲上车后，在一对
恋人的座前摇摇晃晃。而那位小伙子却旁
若无人地抱着女友在众目睽睽下亲昵。待
这对男女下车后，抱孩子的年轻母亲不无风
趣地说：“唉，看他怀里抱的，比我抱的还沉，
咋会想为俺让座。”

22年前的一句幽默，突然间又有了现实
的讽刺意味。可以想见的是，郑州公交让座
文明的发展其实也历经了或正经历着一个
相当长的磨砺过程。

本版撰文 晚报记者 牛亚皓
晚报记者 马健 图

给老人让座，郑州也是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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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尊重和关心，是敬老、爱老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应对城市老年人增多、老龄化趋势
加快的一个重要举措。

免费公交
老年人出门车代步

2003年5月1日，老年公交IC卡正式取
代老年乘车证。

1997年 1月 2日《郑
州晚报》头版头条，以《花
甲老人喜气洋洋免费进
公园》为题报道：“自 1月
1日起，凡本市 60岁以上
的老人，均可凭有效证件
免费出入公园。老人免
费进公园，这在郑州还是
第一次。”（上图）紫荆山
公园还为老人办了免费
卡，让老人出入公园更方
便。

1998年 1月 26日《郑
州晚报》头版消息：“碧沙
岗、紫荆山公园下月免费
开放”。

财政“全供”
公厕一律免费
郑州市区 410 座固

定公共厕所从 2004年 1
月 1 日起实行免费开
放。此举深得市民及外
地来客好评。

郑州市从 2003年 10
月起，先后在二七区、金
水区实行公厕免费开放
试点。

郑州公厕的管养经
费主要由水电费、消毒
费、维修费和人员工资
组成。1 座公厕平均每
月需水电费 630元、消毒
费 100元，外加维修费及
值班人员工资，月需管
养经费 2030元，1年管养
经费高达 2.4万多元。

郑州决定：今后市
区公厕由市、区两级财
政“全供”，每座公厕两
级财政对半拨管养费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