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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续报道

▲

1元乘车费
引发热议
□记者 马文双

昨日，本报刊发《1元车费引发的
无奈、温情与思考……》一文（详见2
月26日A12版）后，多名读者拨打本
报热线66778866发表看法。有人认
为无规矩不成方圆；有人则认为公交
车司机有点不通人情，处理问题是不
是可以更具温情？

观点：无规矩不成方圆

高女士说，她坐公交车时经常
会遇到司机温和处理不投币事件。
有一次，一名女乘客乘车时只投了1
毛钱的硬币。司机发现后，忙提醒
该乘客少投了。该乘客表示抱歉
后，发现自己没带够零钱，便向司机
说明了情况，于是司机摆摆手，就让
她坐下了。

“类似的事儿我遇到很多次。”高
女士说，乘客经常不投币确实有些过
分，司机应该进行提醒。

涧西区的张女士、市民谢先生等
人也认为，司机的做法是对的。作为
乘客，应该守规矩。如果真的遇到难
事儿了，可以主动与司机讲明情况，
化解不快。

观点：可以更具温情

市民吴先生、黄先生等人说，他
们觉得文中的乘客可能是身体有残
疾或者有其他原因，司机应该问清
楚，如果老人确实有难，就该为老人
开绿灯。

涧西区的赵女士说，她有时刚上
公交车，想先找位置坐下后再刷老年
卡，结果司机坚持要她先刷卡再往里
走，还要验老年证的真伪，这让她心
里不太舒服。

赵女士说，她在外地坐公交车
时，没带老年优待卡，公交车司机就
直接为她免票了。

来自新乡的一名读者说，几天前
他在洛阳乘坐公交车时，有一位老人
拿错了老年证，司机就没让老人上
车，他认为遇到特殊情况，司机应该
通融一下。

学者：
坚持原则没错，互助也应倡导

对社会问题有所研究的洛阳师
范学院商学院教授刘玉来说，公交车
司机坚持原则的做法无可非议，这是
他的职业要求。作为公众，需要遵守
社会规范。上车投币，已成了我们需
要遵守的一项秩序。

发生文中类似事件时，社会公众
也可尝试援助。在该事件中，民警作
为执法者，同时也作为公众，垫付了1
元钱，精神值得倡导。其实除了民
警，其他社会公众也可以用互助的形
式，来实现援助。

核心提示

IC卡电话亭已难觅踪影，但少数市民手中仍有IC电话卡

“过气”电话卡里的余额能退吗

□记者 杨玉梅 文/图

曾几何时，街头 IC
卡电话是人们印象中最
方便、最快捷的通话工
具，近几年，它却慢慢地
从人们视野中消失。找
不到电话，手中的电话
卡就没有了用武之地，
涧西区的尚先生家里就
还有共计830元面值的
电话卡。想用用不成，
他有点急了：“电话打不
成，那卡里面的话费能
退吗？”

当年遍布大街小巷的电话亭真的
消失无踪了吗？

近日，记者走访了中州路、郑州路
以及新都汇和王府井、百货楼等比较
繁华的地段，未发现一个室外电话亭。

在中州路上，一位郑姓女士说，
2010年以前，中州路上每隔一段距离还
有一个电话亭，不知道什么时候没有了。

而王府井门口一个报刊亭的老板
说：“一两年前就不卖那种卡了。”不过

她记得，王府井里面一楼挨着厕所的
墙上好像还装着几个IC卡公用电话。

按图索骥，记者在厕所边的墙壁
上看到了三个黄色的电话，电话上写
着“智能卡电话机”“中国网通”等字
样。提起后，电话里会有语音提示和
文字提示。

在电话旁边经营首饰回收的店主
说：“电话在这好几年了，总共就见三
五个人打过，还都是老人，平常基本没

人来打电话。”
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看似“过

气”的废旧电话卡，如今却已成为收
藏品。

但洛阳从事电话卡收藏的藏家并
不多。从事红色收藏的张迪杰说：“电
话卡，尤其是一些成套的、限量版的电
话卡旧卡很值得投资。因为还没形成
热门，投资成本也不大，具有较大的升
值空间！”

【现状】全市现在还有一万多个电话亭，多分布于学校和部队3
中国联通洛阳分公司市场部副经

理刘洛君说，我市智能卡电话机从2000
年开始设置，到2005年达到使用高峰，
最多时共有10万余个智能卡电话亭。

2005年以后，随着移动电话的普
及和手机资费的下降，使用IC卡、201
卡等电话卡的市民越来越少，再加上

有些电话亭人为损坏严重，影响市容，
联通公司逐渐撤除了一部分电话亭。

“现在全市九县（市）六区还有1万
多个电话亭，主要分布在学校和部队里
面；201电话卡发行的量也比较少。”刘
洛君说。但这并不能说明公共电话亭要
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刘洛君说，我市流

动人口多，IC卡电话还能免费拨打110、
120、119等急救电话，因此仍有不少市
民表示有设立电话亭的必要。

“我们的想法是，在重要区域设置
一些经过设计的电话亭，使它能与城
市景观融为一体，既能扮靓我们城市，
还能为市民服务！”

【调查】街头一“亭”难找，一“卡”难求4

这些卡的余额能不能退呢？由于
所有的卡上都有“中国电信”的标志，
尚先生先找到了中国电信洛阳分公
司，公司一位工作人员说，这些IC卡
上虽然有“中国电信”的字样，但不是
中国电信发行的。中国电信是从中国

邮电电信总局分离出来的，成立于
2002年，同时分离出来的还有中国联
通。“这些IC卡和街上的IC卡电话亭
都应该归中国联通负责。”

联通公司的工作人员得知此事
后，主动和尚先生取得了联系，双方约

定了到中州路附近的营业厅协商退还
余额事项的时间。

由于尚先生没有联通手机，家中
网络又是包月，联通公司决定以现金
的形式退还余额。对于这一结果，尚
先生很满意。

【回复】联通公司主动联系用户，愿退还余额2

尚先生手中的IC电话卡共有14
张，3张是100元面值，有10张是50
元面值，另有一张是30元面值，共计
830元面值。这些卡发行时间不一，分
别发行于1996年、1997年、1999年和
2001年。发行单位有两家，1999年以
前的是由中国邮电电信总局发行的，
2001年的则是由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发行的。所有的电话卡均未使用，外
面还有塑料保护膜。

这些卡都是尚先生在2002年以
前买的。“那时候买的是磁卡，还不是
这种卡。图省事，都是整套整套地买，
一下子买了2000多元的卡。”他说。

2001年年底，中国电信在全国范
围内为用户更换电话磁卡，将用户手

中的电话磁卡统一更换成IC电话卡，
尚先生就将手中的所有磁卡都换成了
现在的IC电话卡。

“这种卡没有有效期。”尚先生一
家好几口人都在用。近几年，街头IC
卡电话亭越来越少，再加上手机的普
及，剩下的IC电话卡就躺在了家中的
抽屉里。

【着急】当年买了两千多元的卡，尚有八百多元未使用1

市民尚先生手中的IC电话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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