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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城市轨道交通

快速发展。快速而便捷的地铁，

已成为城市居民出行的重要交

通工具，地铁文化，也已成为每

天与很多老百姓“抬头不见低头

见”的重要伙伴。

然而，由于地铁车厢相对封

闭，如果有乘客在车厢内饮食，

尤其是一些味道比较浓重的食

物 ，势 必 会 对 其 他 乘 客 带 来 影

响，而且，如果食物残渣以及饮

料、牛奶等液体洒落到车厢的地

面和站台的楼梯上，还会容易造

成乘客滑倒，更有甚者，遗落在

角落的食物残渣还可能会招来

老鼠啃食电缆，带来严重的安全

隐患。地铁禁止饮食的直接目的

是保障地铁行驶安全，全景构想

则是营造让人舒适的地铁文化，

禁止地铁内饮食，符合社会主流

价值观和绝大多数人的文化诉

求。现在，国内已有不少的城市

建有地铁，但关于乘坐地铁的规

定却不尽相同，对于地铁禁食等

法规，目前亟需统一设立的制度

保障，为此，国家交通运输部门

此次颁布实施全国统一的管理

办法，意在为改善交通秩序、保

障交通安全、营造文明氛围提供

制度保障。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从城市

管理者的角度出发，要打造大众

对地铁文化的共识，仅靠道德约

束还远远不够，要改变现状，离不

开法律法规的制约与惩戒。强化

管理，及时制止不文明行为，建立

完善相关的法律规定和信用体系

是行之有效的举措，尤其是建立

信用体系、黑名单制度，更能够起

到以儆效尤的作用。我们还应该

看到，如今，在地铁内进食已经成

为许多生活节奏快的市民在生活

中的一种习惯，尽管这是一个不

文明的习惯，因此，应对地铁内进

食，需堵疏结合，在堵的同时，还

要做好疏导工作。政府部门应加

强对法律法规和文明礼仪的宣传

教育，多设立引导标语和温馨提

示，逐步提高市民的自我调节与

自我约束能力，多措并举，持之以

恒，相信地铁内进食的行为将越

来越少。

地铁内不得进食需堵疏结合
潘铎印

在城市的发展建设中，城市

文化积淀成了一种精神，彰显着

一个城市的魅力。近年来快速发

展的地铁，不仅成为一个城市文

化的缩影，而且经过提炼、加工，

使城市文化的特点更加明晰，提

升了城市文化的层次和品位。提

升地铁文化品位，离不开人文之

美 ，离 不 开 良 好 的 市 民 文 明 素

养。每个乘客都是地铁文化的代

言人，每个人的行为举止，都彰

显着一个城市的文化品位。

在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工

具 上 ，时 而 会 有 一 些 人 不 分 场

合，用大音量公开播放视频、音

乐等，影响到周边的乘客，这些

人被网友称为“外放族”。这种不

文明行为不但干扰了公共空间

的整体环境，也容易引发矛盾冲

突甚至是肢体冲突。

每 个 人 都 希 望 在 乘 坐 公 共

交通工具时，能够获得一个安静

舒适的体验环境，当“外放族”在

享受娱乐的快乐时，却忘了高分

贝的噪音对他人是严重的折磨，

会令人心烦意乱。公共场所不是

私人空间，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对

他人产生影响。在公共场所听音

乐、看视频不是不可以，但理当

遵循公序良俗和法律法规，使用

耳机或者调低音量，尽量保持安

静，避免产生噪音，这是一个人

文明素质的基本表现。

制止“外放族”仅靠乘客出

面劝阻，显然不合适，若由此引

发冲突而导致恶劣事件的发生，

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维护公

共场所的秩序，需要依靠健全的

法律法规作为保障。《城市轨道

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法》

的出台，对“外放族”给予了严格

的约束。

当然，要发挥制度的作用，

关键在于如何执行。这既需要每

一名乘客自觉遵守规定，注意自

己的言行举止，展现个人的文明

素养，更需要乘务人员、乘警等

依 法 履 职 ，对“ 外 放 族 ”及 时 制

止、有力约束，维护制度的刚性。

其他乘客在面对“外放族”的噪

声污染时，也要及时向乘务人员

反映，采取合理的方式维护自身

权益。只有双方共同努力，才能

提升地铁文化品位。

城 市 的 文 化 建 设 需 要 每 个

人的努力，城市的文明建设更需

要每个人的参与。每个人无论在

什么场合、做什么事，都应该把

“文明”的标尺牢牢记在心间。不

做违法乱纪之事、不行有违道德

之举，共同营造和谐相处的社会

环境，这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

更加舒适、更加快乐的环境中生

活与成长。

制约“外放族”有利于提升地铁文化品位
胡蔚

10 月 30 日 ，广 州 市 公 安 局

公共交通分局发布提醒：勿化恐

怖妆面或装扮鬼怪乘坐地铁，对

不听劝阻或对公共秩序、公共安

全造成不良后果者，公安机关将

依法处理。（10 月 31 日《南方都

市报》）

作为“洋节日”，万圣节虽然

受到了当下一些年轻人的欢迎，

但整体而言仍然属于小众节日，

大多数中国人不仅不过这个节

日，而且对其知之甚少。一些年

轻人带着恐怖妆容或装扮成鬼

怪乘坐地铁去参加舞会，他们在

主观上其实并没有恶意，因为这

些装扮属于他们认可的正常装

束，但这种行为极易对其他乘客

特别是老年人和婴幼儿乘客造

成不适，让不明就里的人感到害

怕，甚至引起小范围的恐慌。

近年来，部分乘客扮鬼怪乘

地铁吓到人的事件在各地时有

发生。比如，2014 年，某形象艺术

培训学校的 30 名学生装扮成“僵

尸”乘坐武汉地铁 2 号线，由于妆

容逼真，不少乘客被吓得失声尖

叫、纷纷躲避；2014 年，4 名面部

涂得惨白、还满是“血迹”的“女

护士”乘坐上海地铁 2 号线，当场

吓哭小孩；2016 年，一群化装成

“死亡新娘”“吸血鬼”等形象的

乘客现身四川成都地铁 2 号线，

吓坏了不少市民……为了保障

绝大多数乘客乘坐地铁安全和

乘车体验，避免造成乘客不适，

特别是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群体

性恐慌事件发生，广州、成都、北

京 等 地 交 警 部 门 、地 铁 运 营 部

门，纷纷提醒乃至明令禁止市民

化恐怖妆面或装扮鬼怪乘坐地

铁的行为，责令他们在上车之前

卸妆。

地 铁 文 化 作 为 当 下 城 市 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与之息

息相关的每一个人来共同维护。

市 民 有 过“ 洋 节 日 ”的 权 利 ，但

前提是不影响其他乘客乘坐地

铁，这是地铁文化最根本的要求

与底线。

要 让 乘 客 自 觉 不 扮 鬼 怪 乘

地铁，保障地铁安全，还需要以

立法形式明确禁止乘客装扮鬼

怪、穿奇装异服乘坐地铁，这样，

才可以让运营单位的工作人员

在制止这类行为时有法可依，才

能让地铁文化更好地延伸。

“扮鬼怪乘地铁”是时候卸妆了
张立美

距 实 施《城

市轨道交通客运

组织与服务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正式施

行还有几个月时

间 ，作 为 经 常 乘

坐城市轨道交通

工具的一名普通

乘 客 ，笔者原本

欣喜地认为，这个

《办法》一出台，

那些不文明行为

从此便可销声匿

迹，或 者 大 为 收

敛。然而，沉下心

来 细 想 ，其 实 也

不 尽 然 。如 果 要

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 ，还 必 须 做 到

有 法 可 依 ，违 法

必纠，执法必严。

《办法》对乘

客 提 出 十 条“ 禁

止有”和七条“不

得有”的规定，笔

者一直想找到一

个答案，那就是，

如果有乘客违反

了 这 些 规 定 ，将

会有怎样的措施

来 进 行 处 理 ？目

前来看，《办法》里能找到的一句

答案就是：拒不遵守乘车规范的，

运营单位有权予以制止，制止无

效的，应报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如何解读“拒不遵守乘车规范

的，运营单位有权予以制止”？如果

遇到同车乘客在车上做出吃东西

等被明确禁止的行为，因为不是运

营单位的人，你便无权制止；而且

虽然运营单位是有权制止的，可

是倘若无专人跟车维持秩序，又

有谁来制止？这显然有些难以操

作。进一步来说，运营单位即使有

人跟车来负责监督车厢内的秩

序，并在制止无效的时候可以报

至有关部门申请依法处理，那么

问题也来了，因为乘坐一趟车全

程最多也就几十分钟的时间，待

你报至有关部门，那个违反相关

规定的乘客，或许早就消失在如

洪流般的人群中了，奈之若何？

诚然，一个全国性的法规或

办 法 ，在 新 立 之 初 很 难 做 到 十

分 细 化 ，我 们 更 应 该 看 到 它 的

进 步 性 和 前 瞻 性 。然 而 再 好 的

法 规 ，如 果 没 有 强 有 力 的 执 行

力 做 保 障 ，都 不 可 能 达 到 预 期

的效果。严谨的秩序，一定是从

严 格 的 管 理 中 得 来 的 ，因 为 一

些 乘 客 的 违 法 违 规 行 为 ，不 仅

会 影 响 到 其 他 乘 客 的 乘 车 体

验 ，是 当 下 文 明 社 会 中 的 不 和

谐 音 符 ，还 有 可 能 起 到 负 面 的

带 头 作 用 ，如 涟 漪 般 扩 散 影 响

到更多的人放松对自身行为的

约束。要提高乘客的素质水平，

构 建 和 谐 的 地 铁 文 化 ，一 方 面

要 宣 传 教 育 引 导 ，一 方 面 也 要

强化制约措施，只有这样，才能

发 挥 警 示 作 用 ，有 效 杜 绝 乘 客

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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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从建设到运营，从安全到美观，从功能性到舒适性，地铁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了一个重要因素——地铁文化。真正的地铁文化，不是硬件

上的精致装潢与美观环境可以囊括的，它还包含有很多看似细微却发挥着关键影响力的细节。

文明无大小，文化无死角，与你生活息息相关的地铁，有没有文化，一眼便知——乘坐时旁边有人进食，拥挤的车厢有人大声放着手机外

放，车厢中有人随地吐痰、乱扔果皮纸屑……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当进入了公共场合，便没有人能是一座孤岛。地铁文化是你我的文化，也是

城市文明的一个重要指标。

担心自己坐的地铁不够有文化？别怕，地铁新规来了。交通运输部日前印发《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法》，在规范乘客行为方

面明确了影响运营安全的10类禁止性行为及影响运营秩序的7类约束性行为。对于这份将于明年4月1日正式施行的新规，你怎么看？

有没有文化？

截 至 2018 年

底 ，我 国 内 地 共

有 24 个省份的 35

个城市开通运营

轨 道 交 通 ，运 营

线路 171 条，运营

里 程 5295 公 里 ，

2018 年城市轨道

交 通 客 运 量 约

212.8 亿 人 次 。不

过 ，与 我 国 城 市

轨道交通快速发

展 不 太 同 步 的

是 ，我 国 轨 道 交

通法制化进程相

对 滞 后 ，对 于 乘

客的行为规范没

有 明 确 要 求 ，就

是诸多不完善之

处的一个缩影。

地 铁 是 一 张

代表城市文化形

象 的 名 片 ，也 是

一个展示城市文

明 的 公 共 空 间 。

在乘坐地铁的过

程 中 ，乘 客 的 一

言 一 行 ，不 仅 直

接体现自身的文

明 素 养 ，也 会 对

他 人 造 成 影 响 。

近 年 来 ，随 着 公

众在公共意识方面的提高，一些

不文明乘坐地铁的行为逐渐引发

关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在车

上饮食，食物的味道会影响到其

他乘客，此外，外放声音也成为地

铁等公共环境的一大公害。

针对这些社会呼声强烈的

问题，一些城市在制订或修改地

方性轨道交通条例时，加入了相

关禁止性条款。比如对于地铁进

食，北京、南京、上海等地都是明

确禁止在列车车厢内进食。广州

则是禁止食用有刺激性气味的

食品，使用可能伤及他人的餐具

（餐刀、餐叉等）”。只有以城市自

身所特有的文化作为统领来建

设 地 铁 文 化 ，才 能 展 示 城 市 形

象、传播地域文化、丰富市民生

活。当地铁更有文化时，这个城

市的地铁生活才能更加令人惬

意，符合人性。

但由于各地规定不一致，既

影响法律制度的公信力，也容易

让乘客无所适从，不利于形成文

明共识。其实，无论从提高轨道

交通服务质量的角度，还是基于

增强乘客文明出行意识的考量，

都需要出台统一的“顶层设计”，

对乘客的行为加以规范，倡导文

明乘车，才能积淀地铁文化。

此次公布的管理办法，明确

了影响运营安全的 10 类禁止性

行为，以及影响运营秩序的 7 类

约束性行为，将常见的不文明乘

车现象一网打尽。根据办法，拒

不遵守乘车规范的，运营单位有

权予以制止，制止无效的，应报

有关部门依法处理。在地铁建设

如火如荼之际，在注重现代化、

追求新技术的同时，也应把文化

融入地铁，把文化积淀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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