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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召出租车，好事多磨
打个电话，出租车随叫随到，听着

怪美不是？
看晚报，我市在全省率先建成出

租车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年底前至少
有2000辆出租车完成设备更新，届时
有望开通961961出租车电召专线。

城市大了，人口多了，单位远了，
路难走了——不光是上下班问题，看
个朋友，办个事，赴个约，怎么出行都
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笔者的一个朋友就曾遇到这样的
事儿：和朋友到新区吃烧烤，因为要喝
酒，大家都没开车。一群人直到深夜
才散场，过了个把小时，还等不来出租
车，如果不是有人认识的哥，叫来了几
辆出租车，还真不知该咋办。

要是有出租车电召专线，上述尴
尬情况就能避免。但换个角度想，推
出出租车电召服务，能在多大程度上
缓解打车难？司机和乘客都会买账
吗？该服务推出时，会不会还有其他

“小麻烦”？
出租车电召服务，在外地早已有

之，有经验也有教训。比如北京，虽然
早就建立了电话叫车系统，但因为操

作复杂，使用者寥寥，特别是预约出租
车后，驾乘双方没有评价机制，司机可
以不接乘客，乘客也能爽约。

这种情况会不会在洛阳出现很难
说。闲时，乘客打预约电话后，碰到了
空车，会不会坐上就走？忙时，碰上雨
雪天气，司机本就忙得顾不上，还会招
之即来吗？

此外，出租车电召服务要不要收
费？收多少合适？允不允许议价？开
不开发票？会不会出现违规加价等情
况？另外，虽然“快的”“滴滴”等打车
软件目前对乘客和司机都不再补贴，
但仍有大量拥趸，对这些打车软件，出
租车电召平台是无视？是“招安”？是
与其竞争？

就在上个月，交通运输部表态，积
极鼓励支持人工电话召车、手机软件
召车、网络约车等各类出租车电召服
务方式协调发展。虽然有相关部门的
支持，但实践证明，出租车电召服务绝
非一路坦途。老话说得好，好事多
磨，但愿相关职能部门想得更周全，
让市民能享受到更周到的出租车电
召服务。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出租车电召服务，能在多大程度上
缓解打车难？司机和乘客都会买账
吗？该服务推出时，会不会还有其他
“小麻烦”？

洛谭有话

看晚报，4名驴友日前在沿嵩山
“鬼道”攀登时遇险！虽然遇险者被
成功营救，但一个老问题再次浮现：
驴友，真的那么好当吗？

近年来，不少人对少数盲目寻求
刺激的驴友进行规劝，对动用公共资
源进行救援是否存在浪费的讨论已

有很多。或许，对这些莽撞的登山行
为进行处罚，才能挡住迈向危险之路
的脚步；或许，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才
能让自助游更有保障，但这些都不如
拥有一种成熟、理性的旅行观念更有
用：世间美景常在险远，但唯有敬畏
自然、敬畏生命者才能欣赏。

驴友，真的那么好当吗？

传统村落，留不住的美丽？

2014 年首批进入中央财政支持
范围的327个传统村落，我市孟津县
小浪底镇乔庄村和汝阳县蔡店乡杜康
村名列其中。晚报对这两个村子的现
状进行了报道。网友慨叹：更多的传统
村落，正在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能获得中央财政支持，我市的这
两个村子无疑是幸运的。@大兔纸想
要腹肌表示祝贺：有了国家的帮助，
这两个村子一定越来越美丽。@白小
宁你好可爱：与这327个“幸运儿”相
比，其他传统村落该怎么办呢？

衰 落 ，主 因 是 乡 村 的 空 心 化
吗？@湖南女子学院张闻骥湖南大学
硕士感慨：人都往城市里“挤”。在@河
洛王鹏看来，青壮年都外出求学或打
工了，不少村落只剩下留守老人和儿
童，这些人的生活都难以维持，更不
用说别的想法了。@猫的嫁衣认为，
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总不
能要求人家一辈子待在村里吧。

保护传统村落，有人关心这个问
题吗？@天枰座的抹茶坦言自己没去
农村前，觉得那里“脏乱差”。@一页

西国接过了话茬儿：在这个社会，谁
还会关心一个和自己不相干的村子
呢？@lvming36认为：传统村落是历史
的见证，是不能被忽视的“过去”。@
月朗昌谷聊起老家洛宁县刀环村的

“慢生活”：悠闲、诗意，这也是都市生
活最缺乏的情怀。

在电视中看到的那些具有百年
历史或千年历史的外国小镇，令人羡
慕。暂居在苏格兰“诚实小镇”的@云
小谦勇往直前表示：国内开发传统村
落过于商品化，这样适得其反，国外
则更注重文化氛围。@不会玩圣骑士
补充：保护并开发传统村落可不是光
修缮房屋那么简单。

传统村落的文化遗存非常丰
厚，它就像一本厚重的书，但没等被
打开，就要在城镇化的大潮中消失
了！@Mr鲁的一首歌呼吁：只有富起
来，才能留住人。@喊我黄三金：各
类 媒 体 应 多 关 注 、多 宣 传 传 统 村
落。@starloveleaf21：挖掘旅游资源，
让更多人走进传统村落。

（邓京跃 王斌）

龙门 站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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