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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新闻A10

昨天上午10点多，人民路巡
防队员张晋军、王勇巡逻到东里
路与工一街交叉口时，发现一辆
瓜车的左轮陷进坑里，车里还拉
着满满一车瓜。

卖瓜的刘贵祥说，他是中牟
人，27日带着儿子小鹏来郑州卖
瓜，上午 10 点多到这儿，刚走到
这儿车就被陷了进去。一车瓜
5000 多斤才卖了三四百斤左

右。“昨天晚上就在这儿打地铺
了。”

听到这种情况，10多个巡防
队员纷纷拿出钱买瓜，附近的市
民也围了上来，很快，车上剩下的
瓜只有800斤左右了。到了下午
2点，车上的瓜已经基本卖完了。
随后，队员又帮他把瓜车从坑里
抬了出来。

晚报记者 张璇 文/图张红霞，已经当了 15年的公交车长，说起
这个站点，她比谁都清楚。

“这几年真的好了很多，变化特别明显。”
张红霞说，以前，每次一发车乘客们也是一起挤
过来，推推搡搡，吵架的事时有发生，严重的还会
动手。“那会儿我们都得在车上劝几句才能开
车。而现在，不仅没有了争挤的现象，连车厢里
也干净了许多，几趟车下来车厢都不用打扫。”

“很多老乘客上车都会热情地跟我们打招

呼。”张红霞说，每天都要面对这么多乘客，有
时记不住人，但是乘客都认识我们，问候的不
多，但是让我们听着特别舒心。

据张红霞介绍，端午节的时候有乘客送粽
子，天热了有乘客送西瓜，还有乘客提建议。

“待发车辆设置信号灯也是听取了乘客的建议
改进的。”

“我们也会尽最大努力做好服务，其实礼
让别人也是给自己方便。”

紫荆山立交桥下，排队候车的队伍人多时能转好几个圈
刚来郑州工作的网友“郑州生活通”被提醒

“坐104一定要排队，不然会被鄙视”
外地人看到这么整齐的队伍，跑来问“这里卖啥的”

“起初，得引导还要劝说，久而久之，排队成了习惯”
公交车一来，一窝蜂地围上去，这种情况在

大部分公交站点都能见到，而紫荆山立交桥下的
104路车候车点却有一道与众不同的风景线。

尽管等车的乘客很多，可大家都自觉地排成
一排等候发车，特别是到了早晚上下班高峰期，
而 且 总 是 有 年 轻 人 帮 助 老 人 上 车 、让 座 。

晚报记者 张璇/文 常亮/图

谢谢热心读者吴先生提
供这条线索，请来晚报领取
30元稿费。

“大山刘丽”：虽然从没见过这情况，但真心
的希望在每个公交车的门前都是这样的景象，在
上班时、下班时、周末时、节日时……

“郑州地铁网”：这才是我们应有的素
质！大家都遵守秩序，大家才能受益！生活
体面而尊严！

“郑州生活通”：104一向如此，刚到郑州
工作的时候就有老郑州人提醒：坐 104 一定
要排队，不然会被集体鄙视的。

“普罗旺世的李警官”：希望这样的文明
之花开遍郑州！

“Profaci”：从有104那天起，一直都是这
样排队上车的，事实上很多时候，你做了一件
正确的事，在别人眼里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

“琢理”：有没有想过为何只有104这样，
同样一个人天天会在 104 排队，而在其他公
车站他就不排队，这就是环境因素。就是一
个平时不排队的人到104那儿看到这阵势在
很大概率上也会排队的。如果整个社会都在
投机，就会逼着每个人都不得不投机。

“平安郑州”：赞一个！呼唤文明乘车新
风尚！

看看网友怎么说

大家都自觉在排队等车
昨天下午，紫荆山立交桥下104路车的发车点。
十几名乘客在等车，尽管很热，可大家还是

一个个挨着排起队。没一会儿，准备发车了，乘
客们按照次序上车，没有人往前挤。

随后发的几班 104 车也是如此，候车的乘
客全都很自觉，规规矩矩地站成一排。

“大家都是这样呀，用不着挤。”在排队的付
先生说，104路车的这个候车点特别规矩，不像

别的站点那样，车一来就一窝蜂地围上去。“都
在排队，谁也不好意思插队，你说是不是？”

“这里呀？多少年都是这样了。”经常乘车
的刘女士说，在别的候车点乘车时，每次车辆一
来，大家都往前挤，生怕自己上不去，可这里，几
年了，大家都是排队上车，“现在还不是特别明
显，等到了交通高峰期，排队的人转几个圈，都
没有人加队。”

外地人看到排队，问“这里卖啥的？”

104路车队队长荆利军介绍，以前，这里跟
别的站点一样，拥挤的现象很常见，后来，除了
有专门的引导员引导乘客排队上车外，还有志
愿者也帮忙劝说，还设置了排队标线，老年人
专座，久而久之，在这里排队上车成了大家的
习惯。“现在郑州六棉站也开始施行引导上车，
刚开始，效果还不是很明显，但是也有了一定
的改观。”

“这不是一两天的事了，已经形成了这样

的氛围，在这里候车，谁也不好意思加队。”调
度员尹成芳说，最近五六年，这个站点都是如
此，大家全自觉排队，而且两年前已经不需要
引导员来劝导了。

“有时候排队的队伍转了好几圈，还有外
地人专门跑来问这里到底是卖啥的，咋这么多
人排队呢。”说起这件事，尹成芳很自豪，“听说
是排队等公交车，当时他们都特别惊讶，一个
劲儿地说不可思议。”

礼让别人也是给自己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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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夜 7 点，中牟县 42 岁的
瓜农唐新齐开着瓜车，带着大女
儿和小儿子一家三口到郑州卖
瓜。

他把瓜车停在陇海路与桐柏
路北约200米路西一家属院门口，
一家三口在那里等生意。

10 分钟后，有两位骑电动车
的中年女子，一前一后，走到瓜车
旁边。一个40多岁身穿黑色裙子
的中年女子经过挑拣，相中了一个
6斤多的小西瓜。

“8毛钱一斤，我给她算了算，
正好5块钱。正在这时，第二位30
岁左右的女子也挑中了一个西瓜，

“正当我忙着给第二位过称算钱
时，第一名女子拿出了一张100元
钱给我，催我快点给她找零。”

老唐正在犹豫时，又有第三位
女子骑着电动车赶过来，围住瓜
车。

“我帮你看看这钱。”第三位女
子拿起来一看说“这钱上毛泽东头

像水印很好，绝对不假。”老唐才放
心找给第一名女子了 95 元钱，第
一位女子骑上车走了。

老唐忙着给第二名女子算瓜
钱时，帮助老唐看钱的第三名女子
也喊着买瓜。

第二名女子也拿出一张百元
钱。第三名女子又帮忙去看，确定
是真币。之后，第三名女子也拿出
一张百元钞票，拿给老唐。

3位买主走后，老唐觉得不大
对劲，就拿着3张新百元钞票到隔
壁家属院里，用商店里的验钞器去
鉴定，结果 3 张 100 元钱全是假
币。老唐报了警。

看到老唐上了当，附近两个小
区的居民们非常同情他，你20斤、
我30斤，把瓜买走了一大半。

民警和巡防队员提醒，瓜农一
定要带上哪怕是最简易的验钞器，
不要再上当。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
实习生 陆枫

谢谢热心读者邓先
生提供这条线索，请来晚
报领取30元稿费。

帮
瓜
农
的
忙
，有
情
意

紫荆山立交桥下的紫荆山立交桥下的104104路车候车点是一道与众不同的风景线。路车候车点是一道与众不同的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