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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网上有句调侃话：人生尴尬的事儿，有一件绝对很多人都
碰上过：早上起来晚了，紧赶慢赶到公交车站，看到一辆公交车车门刚关
上，正准备启动，尽管你使劲挥手，公交车依然“绝尘而去”……

追公交车，估计很多人都遇到过。那么，公交车司机到底该不该等一
等乘客？让我们一起来瞧瞧这两位作者的《观点交锋》吧。

□杨枥

公交车该不该等人，也曾是
我的一个疑惑，直到遇到一名在
公交公司工作的朋友，这才知道，
公交公司对此有细致的规定，作
为乘客，咱别埋怨，也得理解一下
司机。

对于公交车候客，公交部门有
这样的规定：等站内乘客全部上车
后，才能关闭车门；等乘客站稳或
坐稳后，开始行驶；如果公交车已
经起步出站，禁止二次停车。

对于是否等候追赶公交车的
乘客，同样也有规定：只要车还没
有启动，可以再次开门让乘客上
车；如果车子已启动，但只要车头
没有驶出车站，依然可以停车开
门，让乘客上车；公交车一旦驶出
车站，按照规定，是严禁停车的。

这样的规定，是为了避免影响
其他车次进站，发生追尾事故；公

交车每趟次之间，也有时间规定，
司机不可能长时间等候追赶公交
车的乘客。

另外，公交车出站时，司机打
方向盘并入车道行驶，观察的是左
边后视镜，不容易发现从后方或右
后方跑来的乘客。大多数乘客并
不了解这个情况，以为自己明明在
努力追赶，司机却视而不见，就产
生不满情绪，埋怨司机的服务不够
人性化。

因此，遇到公交车不等乘客，
作为乘客，咱先别着急上火，不
妨换位思考下：如果你是司机，
你会违反规定吗？为了咱自身
的安全，还是不要追赶公交车，
可以等候下个车次或换乘其他
交通工具。

其实，在生活中，因为不懂相
互体谅而引发的小矛盾层出不
穷。多点儿换位思考，也就少生了
点儿生闲气，您说是不？

□文修

前几天的一个上午，我去散
步，看到这样一件事儿。

一名乘客气喘吁吁地追一
辆公交车，他一边冲公交车摆
手一边喊“等一下，等一下”，可
公交车缓缓驶出了车站。目送
公交车远去，这名乘客埋怨：“真
气人！就差几步没赶上，等一等
能咋样嘛？”一个等候其他车次
的乘客说：“有的司机挺好的，
看到有人追公交车，就会等一
下呢！”

我今年八十岁了，以前乘坐
公交车，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有
的司机一脚油门就过去了，而有
的司机则会体谅老人腿脚不灵
便，等等我；我上车后，司机还会

提醒其他乘客给我让座，这让我
非常感动。

说实在的，追赶公交车的乘
客，多是有急事儿赶时间。他们之
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根据常情常理
判断，司机会停几秒，等一等，毕竟
这也是公交公司人性化服务的一
个方面。

诚然，遇到乘客在公交站台
追赶公交车，什么样的情况下该
停车，什么样的情况下不该停
车，公交部门一定有相关的规定
与制度。不过，我们制定任何规
则，其目的无一例外，是为了更
好地服务于大多数人，如果遵守
规则的结果，是给一部分乘客，
尤其是老年乘客带来不便，那
么，这样的规则，能否进行一些
修改呢？

别上火，人家有规定

等等乘客又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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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图书馆 2017 年图书借阅排行
榜出炉，《洛阳晚报》记者梳理榜单发
现，少儿部图书借阅量大，经典名著很
受欢迎，孩子们最爱借阅《红楼梦》。

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
要“产品”，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
之作，《红楼梦》以贾宝玉、林黛玉的
爱情悲剧为主线，架构出了贾、王、
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史，森罗万象，
对于成年人来说，读懂了《红楼梦》，
就读懂了人生；对于孩子而言，《红楼
梦》在道德教育、审美教育和人格培
育等诸多方面的优势也超越了非经
典书籍。

读经典，对于健全人格、启迪心智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经典之所以称
为经典，是因为那些文字，虽经岁月冲
刷，依旧熠熠生辉。

通过读经典，“涵养”童心，逐渐养
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培养阅读能力，这
是很多父母的良好愿望。

看过《中国诗词大会》的观众，大
概都会记得一个女孩儿——上海复
旦附中高一女生武亦姝。武亦姝从
小就喜爱读诗词，只要聊到古诗词，
她就会抑制不住地兴奋：“我觉得古
诗词里面有很多现代人给不了我的
感觉。比赛结果都无所谓，只要我还
喜欢诗词，只要我还享受诗词带给我
的快乐，就够了。”

武亦姝的走红，源于她深厚的古
文学功底，更源于经过经典文化浸润
之后，她的言谈举止所呈现出来的掩
饰不住的优雅与让人赞叹的教养。

开卷有益，更何况那些历久弥新
的经典。每一颗崇尚经典的心，都应
当被珍视与鼓励。然而，作为家长，咱
也要明白，引导孩子“读”，不只是为了
上学“考”，回归读的初衷，让孩子以读
者的身份，静静地阅读，才能体会字里
行间的美与真，才能成为经典文化的
受益者与传承者。

日前，我市涧西区郑州路街道办
事处、珠江路街道办事处和西工区唐
宫路街道办事处荣获“国家智慧健康
养老示范街道”称号。

只需10分钟，就能完成一次常规
体检，检测报告通过云平台上传智慧
养老服务中心健康档案后自动生成健
康报告，追踪老人健康；智能腕表可
24小时监控老人身体状况，老人佩戴
后，一旦有突发情况，能紧急呼叫亲人
和服务平台工作人员。

智慧健康养老像个“电子保姆”，
实用、便捷、贴心，“智慧”二字满足了
老年人在“互联网+”时代的养护需
求，“互联网+养老”除了能让老人的
健康获得科技呵护，让子女更安心，也
能让老人借此走近智能时代，“潮”起
来，通过养生保健角度，老人可轻松自
然地接触健康智能产品，享受互联网
的方便、快捷、智能。

为 打 造 高 品 质“ 智 能 晚 年 生
活”，《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指
出，积极促进健康与养老、旅游、互
联网、健身休闲、食品融合，催生健
康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基于我
国健康养老产业发展需求，“互联
网+”行动将重点从智能健康产品、

在线健康服务和智慧化养老服务推
动“智能健身产品创新、壮大在线健
康服务产业、发展智慧化养老服务
新模式”三个方向出发。

让居家养老插上“互联网+”这双
翅膀，健康动态监测，让老人随时掌握
身体状况；防走失设备，让失智老人不
慎走失后可及时被找回；防火、防盗等
自动报警装置，让空巢、独居老人有了

“隐形卫士”。
增强老人生活安全感，即使没有

子女随时陪伴，老人也能在家中享受
“智能晚年生活”，是每个人的期盼。
不过，也要看到，打造高品质“智能晚
年生活”，除了高科技助力，更需要子
女、社区服务人员的耐心、细心、诚心，
因为，再精密的机器也比不上人心的
周到温暖。

让经典“涵养”更多童心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开卷有益，更何况那些历久弥新的经典！每一颗崇尚经典
的心，都应当被珍视与鼓励。

智慧健康养老
让老人“潮”起来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互联网+养老”除了能让老人的健康获得科技呵护，让子女
更安心，也能让老人借此走近智能时代，“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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