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种个例，能否成为惯例

听说过定制家具、定制衣服，甚至定制旅行，
您听说过定制公交吗？看晚报，咱洛阳就有！

为方便学生离校，市公交集团为洛阳师范学
院伊滨校区的学生临时开通一条线路，一天发车
20 趟，可以将学生们直接从校园送到高铁龙门
站，而且票价不变。

每到寒暑假，回家就成了众多外地学生既期
盼又头疼的事儿，从学校到车站，路虽短，走起来
却有点儿难，尤其是对学校附近公交线路少的学
生来说。市公交集团开通校园定制公交，很好地
满足了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体现了一种人性化的
服务理念。

我们应该看到，校园定制公交服务只是一种个
例，这种个例具有临时性、突发性。离校时有，返校
时有没有？现在有，以后有没有？这就不好说了。
那么，能否建立一种公交部门和学校的沟通机制，
确定什么样的条件，可以开通校园定制公交，开通
的时间和车次等，逐渐让个例成为一种惯例，让更
多的学生群体受益。

另外，校园定制公交试行一段时间后，能否
进行一些服务拓展和延伸，成为真正的定制公

交，为更多市民提供个性化的出行服务。
事实上，很多城市都在探索定制公交。日

前，合肥公交集团推出定制公交，为乘客量身打
造一种新型的、在居住地与工作单位等特定地点
之间高效出行的公共交通服务，实行预定乘车、
网上付费、按需出车、一人一座的运行模式，有
望成为市民上下班通勤的首选；前几天，郑州公
交三公司也推出春运直达专线，在同一地点或区
域在同一时间段有 30 人以上乘车，就可以接受

“私人定制”服务。
定制公交的线路起止地点、线路走向、中途

站点、服务时间根据乘客要求而设计，可以满足
不同人群的差异化出行需求，提高城市公交出行
分担率，引导市民绿色低碳出行。

当然，定制公交不仅是公交部门的事，还需
城市公交专用线的完善与优化、交通信号设施的
完善以及市民对公交专用道的理解与尊重等，这
些都需要时间。在校车尚未普及的当下，能否适
时推出针对小学生的定制公交服务呢？毕竟小
学生人小力气小，背着沉重的书包挤公交，安全
问题让家长担心、老师操心。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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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时评 □新华社记者 孙琪 季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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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终于能制造自己的圆珠笔尖了。”从无到有，“笔
尖革命”折射出中国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国制造”转型升
级的诸多启示。

中国是全球公认的制笔大国。3000多家制笔企业、20
余万从业人口，一年能生产出多达400亿支圆珠笔，但核心
的笔尖以及生产笔尖的设备，长期依赖进口。自主研发出
中国笔尖，无疑是具有革命性的突破。

当今世界制造业的竞争日趋激烈，谁掌握了核心技术
和材料，谁就能赢得先机。“笔尖革命”来之不易，也让我们
重新审视中国制造的短板。虽然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第一制造大国，但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与发达
国家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尤其在工业产品涉及负荷、速度、
精度、腐蚀等高精方面，在高性能发动机，最精密的电子元
件等方面，大部分仍然依赖进口。“笔尖革命”成功背后蕴
含着经济转型升级的大道理——提信心，聚能量，克难关，
攀高峰。

要实现中国制造由大到强需要的不单是科研攻关。
“笔尖革命”取得突破的背后，不仅是人才、材料和技术的
竞争，更是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驱动战略的推动。制造业
是我国的优势产业。在经济新常态下，政府正全力构筑利
于创新的市场秩序和制度，为企业提供系统的公共服务体
系，为市场提供试错容错的机制。企业应该乘势而上，把
中国制造推向更高端。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艰难爬坡中，产能过剩、技术落
后、大而不强、产品销路不畅，是不少企业的痛点。为此，
中央做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部署。“笔尖革命”的成功
提示我们，企业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转型升级的方
向，就在仍被别人垄断的供不应求的核心技术上。

小小圆珠笔尖的研发成功，折射出中国企业转型升级
的曙光，也启示我们更加坚定地走好中国制造爬坡过坎新
征程。

“笔尖革命”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