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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让座与老人发生冲突的小伙找到了
50多名老人在公交站台举牌呼吁：
年轻人压力大，请力所能及给他们让座

9月9日，一位近70岁的老人在公交车上因让座与一小伙发生争执和肢体冲突，之后老人倒在
公交车上再也没醒来。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本报近日的连续报道引起各界的关注，报道希
望当事小伙和目击乘客能积极配合警方，尽可能还原真相。10日深夜，当事小伙出现了。
昨日上午，50余位夕阳红志愿服务队老人在公交站台边倡议：请力所能及给年轻人让座，“因为
现在年轻人工作生活压力太大，太累，给他们一点休息的时间吧！”众网友也针对年轻人该不该
给老弱病残孕让座展开热议。本报对8辆公交车的让座情况进行调查，结果让人心头发热。
郑州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 文/图

“南来北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年轻人懂得尊重善待老年人，老年人明白体谅爱护
年轻人，这个社会才会更和谐更美好。

“满满星”：有时候年轻人不让座并不代表他们不道
德，他们可能有自己的不方便！有些疾病并不直接有外
在的表现，难道生病的年轻人要拿着诊断证明才能心安
理得地坐在位子上吗？

“小草”：尊老爱幼是我们的美德，我怀孕3个月时根本
看不出，那天非常不舒服，有一位老人站我身边，虽没说话，
我知道她想让我给她让位置，我不是不想让，而是当时自己
更需要这个座位，相信会得到那位老人的理解。

“呼啸”：我今年40岁了，每次坐在座位上，只要有老
人上来，我绝对让座，20多年一直如此。因为我们都有
老的时候。

公交四公司杨玉祥介绍，
每辆公交车报站器上都有给
老弱病残孕让座的语音提示，
公司规定，车长看到特殊乘客
上车要按响提示音。“郑州公
交的让座率全国领先。2010
年国家统计局郑州调查队公
布的创建文明城市的自测结
果显示：在被观察的 14 个公
交班次中，仅有一条线路存
在未让座现象。当时全国都
有报道，这也是咱郑州公交
的骄傲。”

当时调查显示，约 93%受
访的年轻人称，在遇到老人、
孕妇、残障人士等群体时，会
主动让座。70.40%受访者遇
到过“主动给老人让座，但老
人 感 谢 后 体 谅 年 轻 人 而 婉
拒”的情况。而遇到老人主
动 要 求 年 轻 人 让 座 的 仅 为

18.24%。同时，有 3000 多位
受访者坦言，曾有过没让座
的情况，不让座原因前三位
的分别是：身体不舒服、工作
太累好不容易坐下、老人看
上去身体健壮。“现在的让座
率 ，不 会 比 2010 年 调 查 时
低。”杨玉祥介绍，2008 年 3
月，《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条
例（草案）》中有一项规定，
不给老弱病残孕让座车长可
拒载，城市公共交通行政主
管部门还可对该乘客处以 50
元罚款。“这是地方性法规，
一般不易执行，让座靠的就
是自觉。”

采访中，一位公交车长坦
言，发生在919路上的事情，与
郑州公交让座率高，老人期望
值过高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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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 11 时 30 分，记者随
一位老太太从中原路工人路
口上了60路公交车。

车内老弱病残孕专座上
坐的特殊乘客并不多，记者发
现，专座上一正在听歌的青年
见老太太上车，便立即拔掉耳
塞起身给老太太让座。

车行至京广路口，又上来
一位老太太，一个女孩站起来
让座，但老太太笑着拒绝了。

“我只坐两站，闺女你坐吧，谢
谢你了！”

随后，记者从紫荆山路搭
乘62路公交车，该车去往汽车
南站，乘客较多。与记者同时
上车的还有位老大爷，车上响
起 给 老 年 人 让 座 的 语 音 提
示，却没人起身让座。老人
站在专座边，专座上一年轻
男子好像在打瞌睡，一直闭
着眼睛。车行至航海路时，
公交车刚响起报站音，这名

男子立即起身下车，原来他
并没有打瞌睡。老人直到这
时才有了座位。

13 时许，记者又在陇海西
路搭乘9路公交车，此时，车上
已无座位，在建设路碧沙岗公
园站上来两位满头银发的老
人，两人刚上车，坐在最前排
非专座的女子立即起身，让一
老人坐下，专座上一女孩也急
忙 站 起 ，扶 另 一 位 老 人 坐
下。记者坐了 9 站，每站上来
老人，都有乘客让座。常乘
坐该车的黄先生说，9 路车是

“民兵号”，是郑州历史最久
的文明线路，“车上让座率很
高，从来没听说在车上因让座
发生争执。”

昨日，记者分别乘坐9路、
102路、37路、66 路 等 8 趟 公
交 车 进 行 体 验 ，约 九 成 年
轻 乘 客 都 会 给 上 车 老 人
让 座 。

昨日 14 时 30 分，文化宫
路建设路交叉口 919 路公交
站 台 前 ，3 名 年 过 八 旬 的 老
人 举 着“ 老 年 人 要 给 年 轻
人 让 座 ”的 牌 子 ，不 停 向 经
过 的 老 年 人 倡 议 。 他 们 都
是 郑 州 夕 阳 红 志 愿 服 务 队
的成员。

7年前，他们便开始了这一
倡议活动。“9 日的惨剧根本不
该发生在郑州公交车上，郑

州公交乘客很文明。”梁永祥
老人说，现在的年轻人工作
压力和生活压力大，每天早
出晚归，非常累，有的上有老
下有小，生活不容易，而大部
分老人都退休，相对轻松，我
们希望老年人乘车尽量不要
赶在高峰期，更不要在这时
与年轻人争座。“有些老人买
菜坐一站公交，非要赶在高
峰期，很不应该，有的只因天

热，就坐在车上逛圈，更不应
该。当然，自律的老人还是
占多数。”

李德成老人介绍，想让年
轻人尊重你，老人首先要爱护
年轻人。“对年轻乘客像对自己
的孩子一样，大家尊老爱幼，社
会才和谐。”

昨日，参加倡议活动的夕
阳 红 志 愿 服 务 队 老 人 有 50
余位。

昨日 16 时，记者从建设路
公安分局刑侦大队了解到，和
老人发生冲突的年轻人已经找
到。

“多位民警一刻不停查找
监控，最终获取了当事年轻人
的清晰照片，并根据他的行动
轨迹，最终于 9 月 10 日晚 10
点在其学校找到了他。”办案
民警介绍，随后小伙到公安部
门配合调查，根据他的叙述判
断，他和老人确实因让座发生
了纠纷。

“他是名在校大学生，外地
人，20岁，当时他在金水路民航
路站上了919路公交车，本来要
坐到终点站中原路西三环站学
校附近。”民警介绍，老人应该
是在建设路嵩山路口附近上的
车，在建设路文化宫路口与年
轻人发生了争执。

“两人发生争执和肢体冲
突后，下车又发生肢体冲突，
随后两人一起上车，有乘客
担心再发生冲突，就劝年轻
人提前下车，年轻人就在桐

柏路与市场街附近下了车。”
民警称，老人晕倒的具体时
间还需进一步询问。“因为年
轻 人 和 老 人 发 生 了 肢 体 冲
突 ，老 人 猝 死 ，年 轻 人 应 有
部分责任，尸检结果还要五
天左右出来。”

昨日 17 时 30 分，记者赶到
建设路公安分局刑侦大队二中
队，希望能见到这名大学生，
但直到 18 时 20 分，该大学生
还在讯问中，民警称不便让他
与记者见面。

倡议
八旬老人举牌倡议为年轻人让座

调查
不让座原因前三位：
身体不适、工作太累、老人健壮

夕阳红志愿服务队的老人们在公交站台前举牌呼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