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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米车厢”载文明
——探访“公交车上的文明”（上）

文明河北

乐亭

推进孝德文化教育
完善养老体系建设

□记者 薛惠娟

男子一人占三个座位，上车老人
无奈只能靠边站着；女子车上径自脱
鞋光脚，味道引发其他乘客不满；女
子被旁边的孩子挤了一下，大发雷霆
甚至掌掴孩子⋯⋯

这是连日来发生在我省一些城市
公交车上的不文明行为。许多市民感
叹：“这些乘客的行为太给城市丢脸
了，影响了城市的形象。对于这种不
文明行为，应予以从严从重处罚。”

公交是城市文明的重要窗口。刚
刚召开的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
会议对 《河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草案）》 进行初审。该条例 （草案）
在借鉴其他省市立法经验的基础上，
将公共交通文明等八个方面纳入其中。

乘车文明，礼让先行

“大爷，您坐这儿吧！”12月3日8
时左右，乘坐 81 路车的刘祥在省会万
达广场站起身，给刚上车的老人让
座。“谢谢你呀，小伙子。”大爷连声
道谢。他说，上车后一般会主动向后
走，把座位和前面位置留给后面上车
的乘客，于人方便，于己方便。

连日来，记者乘坐省会多路公交

车调查发现，大多数乘客都能做到文
明礼让，遵守基本的乘车礼仪，包括
主动给老弱病残孕让座，不大声喧
哗，不乱扔垃圾等。

省会 67 路公交司机顾鑫，在今
年 8 月的暴雨夜，以一句“您在哪儿
下，我就在哪儿停！”而走红网络，
赢得点赞无数。“和五六年前相比，
咱石家庄的乘客素质明显提高了，大
多都能做到文明乘车、礼让先行。”
他 说 ， 他 驾 驶 的 67 路 车 途 经 小 区、
学校较多，所以坐车的老人孩子居
多。一般不用提醒，都会有人主动
让座。

顾鑫说，天天开车，也会遇到一
些不太和谐的因素。“前两天一名乘客
带着榴梿上车，密闭车厢一直弥漫着
奇怪的味道。从后视镜看到靠窗的乘
客打开了窗户，也有的乘客捂住了口
鼻。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个就请人
家下车吧。”

“我感觉最头疼的事，是乘客不排
队上车。”省会 131 路公交司机、有着
10年公交驾驶经验的冯德鹏告诉记者。

“上下班高峰时，等车的乘客见车来
了，便一窝蜂拥挤上来，不仅影响乘车
秩序，还造成很大安全隐患。”为此，
他不得不在人多时到车门口指挥乘客排
队上车。

日前，省会市民张女士将在公交车
上拍下的视频发到网上：一名男子坐在
座位上，把双脚搭在前方的横杆上，导
致对向的两个座位没法坐。之后有多
名老人上车，男子无动于衷，老人只能
在一旁站着。对于这种不文明行为，网
友纷纷斥责其“不道德”⋯⋯

公 交 车 是 公 共 场 所 ， 冯 德 鹏 认
为，如果大家都能时时刻刻葆有一颗
公德心，互相让一让，这十米车厢就
会更和谐、更温暖。

多些体谅，多分和谐

一段时间以来，全国多地接连曝
光多起发生在公交车上的不文明事
件，其中也包括重庆公交坠江事件。
北京一名女乘客因坐过站要求停车被
拒，抄起整箱牛奶砸向司机，导致公
交车与小轿车剐蹭。贵州毕节一女子
与司机因投币问题发生争执，女子辱
骂司机并击打其头部，司机还手导致
公交车撞上隔离护栏⋯⋯

“高铁霸座、干扰司机安全驾驶等
行为已经对社会安全造成了危害。”在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
郭玉红委员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缺少刚性规则的约束。崔慧霄委员
建议，对近期网上热议的这些不文明

行为，应该加重处罚。
从业五六年来，顾鑫坦言没有遇

到过这样的极端事件。“有时乘客因为
坐过站，最多是嚷嚷几句也就算了。”
他说，乘客突然情绪失控，一般都因
为一些小矛盾、小纠纷，如果能多一
些体谅，就会多一分和谐。

小事看文明。乘车刷卡或投币，
前门上车、后门下车⋯⋯虽有明文规
定，但有的乘客依然不理解。记者在
走访中记录下这样几个镜头：

11 月 30 日，公交 508 路上，两名
乘客牵着宠物狗上车，小狗在车上大
声叫，许多乘客害怕坐到后面；

10 月 31 日，在 131 路公交车上，
一老人拒绝掏 2 元车票，只投 1 元。公
交车迟迟不开，周围乘客纷纷指责，
有人说要报警，老人则扬言：“你要不
报，就是孙子⋯⋯”

对 此 ， 顾 鑫 认 为 ， 遇 到 这 种 情
况，尽量与乘客多沟通，把规定和原
因解释清楚，最大限度不激化矛盾，
影响全车乘客的安全。

“作为乘客，遵守乘车规则是最基
本的文明素质。”省会市民张女士说，多
想想他人的感受，少一些自己的不满，
才能营造良好的乘车环境。刘祥认为，
应从点滴小事做起，用实际行动为提升
城市文明程度作出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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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公交文明是城市
的一张名片，代表了一座城市
的形象。近期，发生在公交车
上的不文明行为乃至干扰司机
安全驾驶的违法事件引起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公
众对于公交文明的深入思考。
乘客文明乘车，司机恪守职责，
在十米车厢，营造文明和谐的
乘车环境，需要司机与乘客共
同努力。日前，记者深入全省
各城市进行探访，采访公交车
司机、乘客，采写了这组报道，
和您说说公交车上的文明事，
呼吁大家一起行动，呵护公交
文明，敬请关注。

如今，文明礼让、
有序乘车成为大多数
乘客的共识。

12 月 6 日 10 时
许，在省会 41 路公交
车上，一名乘客（右）
给 刚 上 车 的 残 疾 人
让座。

通讯员 王 璐摄

□记者 刘冰洋

11 月 27 日一大早，何川像往常
一样开始新的一天的警务训练。身
着 警 服 的 何 川 身 材 挺 拔 ， 声 音 洪
亮。在作为巡特警的警察生涯中，
他曾数次制服持刀犯罪嫌疑人，也
曾追击两公里生擒盗贼，还曾冲进
熊熊燃烧的火场救出一对夫妇、攀
上高架桥桥架顶部解救过欲寻短见
的群众⋯⋯

记者：一说特警，印象中都是
身手不凡，有娴熟的技能、钢铁般
的磨炼，还常常直面危险。作为一
名特警，你的平时工作内容主要有
哪些？

何川：简单来说，特警的职责
包括：参与处置暴力恐怖犯罪、严
重暴力性犯罪事件；处置暴乱、骚
乱事件，以及大规模流氓滋扰等重
大治安事件；重大活动的安全保卫
任务和特定的巡逻执勤任务；处置
对 抗 性 强 的 群 体 性 事 件 等 。 所 谓

“特”，为常人所不能方为“特”，为
了做到这个“特”字，无论风雨冬
夏，一个简单的射击姿势，我们都
会反复磨炼六七个小时，直到双手
长出茧子。

“明知不敌也要亮剑，狭路相逢
勇者胜”，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
成为一名特警很不容易，需要比一般

警种具备更强的体能和技能。体能和
技能训练也是我们日常工作最主要的
内容。除了集中学习党的方针政策、
国家的法律法规，我们大部分时间都
在进行技能和体能的专门训练。一句
话来概括，我们日常的任务就是学
习、训练，执勤、备勤。这样，当危
险发生的那一刻，我们就能立即变成
一支充满力量的拳头，冲上去，打
得赢。

记者：在做特警的这十余年间，
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事情？

何川：说心里话，一直以来有
一件事，也是我最难忘的一件事，
一直支撑着我在特警这个岗位上走
下去。

2001年，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当
时，为准备首届全省巡警防暴警大比

武，我们进行了封闭训练。在 100 多
天的训练时间里，全队上下真正做到
了“掉皮掉肉不掉队”。

我们每天早上都要背着 10 公斤
的装备跑步，这些装备包括钢制的
头盔、防弹背心、枪等。此外，每
天 还 要 进 行 5 公 里 的 武 装 越 野 训
练，而且必须穿制式的胶鞋。几天
下来，脚先是破皮，然后起泡，最
后结茧。训练时，我们身上穿的迷
彩 服 沾 上 水 之 后 ， 变 得 又 沉 又 缠
身，时间一长，腋窝、后背、大腿
根经常被磨破。最后，那身迷彩服
经过 100 多天的浸泡，已经辨不出
花色了。

不只这些，我们练习攀登时用的
攀登楼是木质结构。有一次，训练时
一不注意，像筷子头那么粗的木刺，

一下子就扎进了指甲缝里。当时疼得
不行，但我嘴上啥都没说，到医院简
单处理了一下，回来继续训练。我知
道，我们这个科目特别需要团体性配
合，如果因伤退一个人，那么这个科
目肯定会缺少很多配合时间。

就这样，一天的训练量下来，我
们每个人都筋疲力尽。半夜，我们经
常会被疼醒。但是第二天，大家就又
像没事人一样接着练。这种精神一直
持续到了赛场上，就是靠着这股子韧
劲儿，当时我们在比武中拿到了团体
第一名，我也获得个人三等功。

记者：选择这个职业，肯定要牺
牲很多陪伴家人的时间。家人有过怨
言吗？

何川：怎么说呢，选择了这份职
业，就意味着要随时待命，哪里需要
就到哪里，很多时候不能正常地上下
班。每逢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的时
候，基本很少能休息陪家人。

家庭肯定也要尽量兼顾了，但
亏欠还是有的。所以，除了上班，
我就把剩余的时间给了家人，尽量
弥补吧。好在妻子和孩子都很理解
我的工作，为支持我的工作付出了
很多。

记者：如果给你一次重新选择的
机会，还会选择特警这个职业吗？

何川：我从警已经10余年了，虽
说有着千辛万苦，但我没有想过换其
他职业。我喜欢特警这个职业，正义
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已经融化在我的
血液中。

打击犯罪，铲除邪恶，不容有
半 点 畏 缩 和 懈 怠 。 在 以 后 的 工 作
中，我和战友，还有全市公安战线
上的特警队友，都会夜以继日地磨
炼我们的克敌制胜本领，做好百姓
平安的“守护者”、人民生命财产的

“忠诚卫士”。

本报讯 （陈友海）“党的
政策好，儿女们都孝顺。我
现在身体好着呢，每顿能吃
两碗饭！”日前，在乐亭县毛
庄镇马神庙村，101 岁高龄的
刘英老人乐呵呵地说。乐亭县
不断推进孝德文化教育，完善
社会养老体系建设，让老年人
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
所乐。

“‘孝德文化墙’美化了村
庄环境，也让孝德风气更浓。”
在胡坨镇港东村，展示“二十
四孝”故事的美德故事街成为
一道靓丽风景。自 2008 年以
来，该村每年重阳节，都要进
行“十大孝子”评选，并且为
全 村 60 岁 以 上 的 老 人 集 体
过节。

据了解，乐亭县 473 个行
政村、15 个社区居委会都设
立了孝德文化墙。孝德文化

广泛传播，孝老模范也层出
不穷。老伴儿去世后十几年
如一日照顾九旬岳父母的苏
胜田，带着公公改嫁的刘振
香等成为村民们交口称赞的
身边好人。

以家庭孝道为主，乐亭不
断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目前，全县建起 4 所公办
养老机构和 2 所社会力量兴办
的养老机构，为农村高龄、空
巢、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基
本保障。同时，自 2013 年以
来，该县按照不同年龄段为80
岁以上的老人发放不同标准的
高龄津贴，仅今年前三季度就
发放津贴 354 万余元。此外，
乐亭还定期为老人们免费体
检，普及合理饮食、体育锻
炼、科学养生等方面的健康知
识，指导老人养成良好生活
习惯。

我从小跟着爷爷奶奶生
活，他们的言行、美德，就是
我们的家规家训。

爷爷奶奶在世时，总说
“行善是福”，终生说善话、办
善事，是村里有名的大好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爷爷做打
烧饼生意，需要用糖稀。每
天下午放学后，孩子们经常
到我家玩儿，爷爷总是给孩
子们糖稀吃。当时，人们普
遍生活困难，很多孩子家长
都很感谢爷爷。爷爷在世
时，对于别人家的红白事，都
会热情地帮忙。奶奶在世
时，每逢家里改善生活，做好
吃的，尽可能做得量大些，做
好后送给左邻右舍生活困难
的孤寡老人，还经常帮助孤寡
老人们担水、推碾子。

我从小耳濡目染，懂得
了“行善是福”的道理，长大
后也热心帮人助人。上世纪
七十年代前，我在农村，路遇
有人跳井，在他人协助下下
井捞人；把自己刚刚收到的5

元稿费，给了生活困难的村
民；独自追回被骗走的集体
财产等。因此，我得到了村
民拥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还被选为村干部。我参加工
作后，冬天早上起来看到下
雪，总会第一时间去清扫院
子和胡同里的雪，等人们起
来时，我都清扫完了。因为
我懂得红白事习俗，每年都
要帮忙办理红白事 20 来起，
搭进不少休息时间。

我的孩子们，同样懂得
了并信奉“行善是福”，以助
人为乐为荣。如果有同事、
同学、朋友的老人因病住院，
他们都会主动去医院帮着值
班伺候；有同事、同学、同乡、
朋友、邻居家遇红白事等，他
们出车、出力；有人遇有资金
问题，他们积极筹措帮忙解
决一时之难。所以，他们的
人缘也都很好，日子过得很
开心。

（文/衡水市冀州区政府
方志办 辛向党）

行善是福

廊坊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教官民警何川

“做好百姓平安的‘守护者’”

对话河北好人

好人名片：何川，廊坊市公安

局特警支队教官民警。从警十余年

来，他始终坚守在打击犯罪、服务

群众的一线。曾获“最美廊坊人”

“河北好人”“中国好人”等近 20 项

荣誉。

何川（左二）在靶场现场指导年轻特警。（资料片） 受访者供图

本 报 讯 （李 新 亮 、 郭 亦
陶） 今年以来，省直 183 个文
明 单 位 与 贫 困 户 结 对 6623
个 ， 开 展 扶 贫 扶 智 项 目 891
个，争取脱贫攻坚资金 （物
资）、协调项目、捐款捐物等
共折合人民币约5267.5万元。

今年初，省直工委印发精
神文明创建工作任务清单，明
确要求各文明单位紧密围绕省
委、省政府中心工作推动文明
创建任务落实，根据自身实际
与村镇结成对子长期帮建。各
单位立足贫困地区实际，发挥
自身优势，精锐出战、精准
施策。

省委统战部成立精准扶贫
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制订有关
工作措施和方案等，建立健全
信息沟通顺畅、工作衔接紧密
的精准扶贫工作统筹协调责任
机制。省纪委抽调力量组成工
作专班，每半月到村督导，指
导协调驻村脱贫攻坚工作。省
地 矿 局 选 派 30 名 政 治 素 质
高、责任心强的干部与贫困户
结成帮扶对子，通过结对帮扶
微信群，及时掌握帮扶对象的
信息。

扶贫先扶志，激发内生动
力。省心连心艺术团以“美丽
河北·幸福家园——河北文艺
轻骑兵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惠
民演出”为主题，深入 21 个
深度贫困村和 65 个贫困村开
展 89 场文艺演出，提振驻村
干部和乡亲们建设美好家园的
信心。扶贫还要扶智，省检察
院驻羊鹿沟村工作队筹措 500

万元校舍建设经费，改善提升
中心小学校舍硬件设施建设，
并通过社会慈善机构及爱心人
士为学校筹集新桌椅、图书室
书架及价值4.8万元的校服。

在提升贫困地区造血能力
的同时，省直各单位加强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的支撑保障。

省直工委组织省直劳模志
愿者开展“农扶下乡”活动，
为贫困户送去义诊和种植栽培
讲座。省农业农村厅直属的 9
个文明单位结合农业农村工作
实际，对贫困地区群众进行农
业种植养殖技术培训、支农惠
农政策宣传等活动。省科技厅
强力推进科技扶贫，安排科技
扶贫资金 5000 万元，重点用
于支持贫困县建设农业科技园
区、农业众创空间等创新平
台，培育农业科技企业等农业
新型经营主体，加大对科技特
派员转化科技成果和开展科技
服务的支持，提升农民增收致
富本领。河北邮储银行对建档
立卡贫困户实施分类管理，精
准对接具有贷款意愿，有经营
项目、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的
贫困户，通过扶贫小额信贷

（惠农易贷）、农户小额贷款等
产品直接给予信贷支持。省卫
生健康委员会建立并实现“基
本 医 保+大 病 保 险+医 疗 救
助”三重保障农村贫困人口全
覆盖，组织省人民医院等定期
赴贫困地区医院、卫生院，发
挥传帮带作用，提升贫困地区
医疗人员技术水平和当地医疗
水平。

省直183个文明单位助力脱贫攻坚

精准施策推进
891个扶贫扶智项目

小“窗口”探文明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