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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读者 A17

看新闻找话题

这个版面，您是主角
身边发生的逸闻趣事烦恼悲伤，想找人说说，我们倾听。

拍的照片、画的漫画、写的博客，尽管发来。

请拨本报热线67659999
请加上本报QQ407659842 群号7738277、87496334
稿件、图片请投入本报邮箱：cjy@zzwb.s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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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主动让位”一遍遍“空响”

前日上午，陇海路站，记者乘坐B1前往郑
汴路站。9时10分许，嵩山路站，几位老人掂着
布兜上车，此时车内没有座位，但也不拥挤。见
有老人上车，虽然车长语音提醒为“老弱病残”让
座，但车内无人响应。从9时到10时许，在记者
乘坐的B1路上，经过10多个站，先后有30多位
老人上车，但让座的年轻人不足10人。

当日18时许，记者在建设路乘坐B12路，此
时已经到了晚高峰，车内人多拥挤，在棉纺路和西
站路都有购物的老人上车，但是并无乘客让座。

“若您身边有老弱病残孕及抱小孩的乘客，
请您主动让位”，每当车上人多拥挤时，车内语
音播报都会响起。

与老人相比，抱小孩的乘客得到了更多的
让座机会。昨日 11时许，在淮河路站，一位老
人和一位抱小孩的女乘客同时上车，一个20多
岁的女孩赶紧给抱小孩的乘客让座。在陇海路
站，一位刚刚上车的孕妇也同样得到让座。

开始让座，后来就不再让了

为啥抱小孩的、孕妇都给让座，反而给老人
让座的少？

“他们一坐都是几圈，没事专门坐车的，比
较反感。”昨日上午，市民王先生说，他天天早上要
在冉屯路上车，然后乘坐B1到航海东路站下，刚开
通那几天他还让座。半个月后，发现每天早上都能
碰到不少“熟悉的陌生人”，而且都是清一色的老
人，下午下班时又凑巧能碰见。这种见面率极高的
现象让他觉得有些老人是专门坐车没事转圈的，而
他还要上班干活，坐一趟车要1个多小时，站着很
累的，“还是把座位留给我这需要的人吧”。

在大河网论坛，此前有专门讨论“职业坐
客”的帖子，网友们大都是感叹不已，认为座位
资源被占用，应该对老年卡有所限制。对此问
题，一位受访的车长李师傅说，这种情况他们也
见得比较多，年轻人不让座，他们也无法强制，
只能语音提醒，同时也希望老人多体谅年轻人，
尽可能地少兜圈观光。

“不是所有的老人都是没事转圈玩”

“刚坐两圈，5点半下车回家做饭。”在BRT
上，找一位“职业坐客”并不难。昨日上午，在棉
纺路站，记者采访到一位手拿水杯上车的魏老
先生，今年65岁，和儿子女儿不在一起住，老伴
有时要去给儿子家当临时保姆。上午没事的时
候，他就坐 BRT 到郑东新区溜溜圈，看看风
景。而像这样空闲的老人，是组成“职业坐客”
的主力军。

年轻人不给老人让座，有些老人还是
有些怨言的。 67 岁的冯老先生在采访时
说，前几天乘坐 B1 出门，结果站了两站路
才有座位，还不是年轻人让的座，他觉得现
在年轻人素质还有待提高。他对“职业坐
客”也有所耳闻，并认为“不是所有的老人都
是没事转圈玩”，年轻人以“职业坐客”为由
拒绝让座也不太合情。同时也呼吁“老伙
计”们不要没事就整天当“坐客”，老坐车对身
体也不好。

4件文物分别是
爵（jué）、簋（guǐ）、甗（yn）、鼎（dǐng）

□晚报记者 李丽君 实习生 孟丽君

14日上午，193件带字的文物入藏安
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昨日，晚报刊发了
4件样式不一的文物照片，请市民辨认。
许多市民非常感兴趣，纷纷通过热线、QQ
提供答案。“从左到右依次是爵（jué）、簋
（guǐ）、甗（yn）、鼎（dǐng）。”孙女士第一个
打进电话，也是说得最全的。做财务工作
的她，怎么会认识这些文物呢？“我们单位
是做考古的。”孙女士笑着说。

随后记者联系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相关负责人证实了孙女士的答案。“第一个
是‘爵’，一种酒器；第二个是‘簋’，一种礼器，
古代人身份地位的象征，天子死时入葬是9个
鼎8个簋，它也是炊具，饮食用的；第三个是

‘甗’，炊具，蒸东西用的；第四个是‘鼎’，也是
礼器，用于摆放在贵族家的大厅里，墓葬里，祭
祀时用，根据地位不同，摆放的数量由多到少
不同，同时也可以盛放物品。”从图上看4件文
物都是青铜器，属于商代晚期到周时期。

去年2月23日，本报独家调查发现，郑州公交
上“让座”早已成风尚。“郑州的让座率可能要排在
全国之首。”有读者自豪地说。调查中，97％的青
年表示会给老人、抱小孩的乘客及孕妇让座，95％
以上的受访者称自己有过多次让座经历。而近日
记者调查发现，在新开通的BRT上，年轻人对老人
的让座率相对较低，其中一个原因是“职业坐客”
让年轻人有点烦。

晚报记者 张华 实习生 邵亚男
宁晚宁晚 图图

中间两件都是炊具

话题再议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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