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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秀芬，北京市

长 安 街“ 大 1 路 ”公

交车售票员，16 岁进

入公交公司，在售票

员岗位上工作了 33

年，被公交集团评为

首批“优质服务十大

标兵”。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实

施了公共交通优先的发展战

略 ，积 极 发 展 多 种 形 式 的 大

容 量 公 共 交 通 ，提 高 线 网 密

度 和 站 点 覆 盖 率 ，并 根 据 不

同 城 市 规 模 和 特 点 ，实 施 差

别 化 的 轨 道 交 通 发 展 策 略 ，

有序推进轻轨、地铁、有轨电

车 等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网 络 建

设 。 目 前 ，我 国 城 市 公 共 交

通 快 速 发 展 ，已 初 步 建 起 规

模 合 理 、网 络 通 畅 、结 构 优

化 、有 效 衔 接 的 城 市 综 合 交

通系统。

如今，市区人口超过 1000

万 的 城 市 ，正 逐 步 完 善 轨 道

交通网络；市区人口超过 300

万 的 城 市 ，初 步 形 成 轨 道 交

通 网 络 主 骨 架 ；市 区 人 口 超

过 100 万的城市，结合自身条

件建成大容量地面公共交通

系统。

近年来，城市公交运力大

幅 增 长 ，天 然 气 、纯 电 动 、混

合动力等新型节能环保运输

装备以及安全监控平台等先

进 监 管 设 施 不 断 投 入 应 用 ，

运 输 能 力 显 著 提 高 ，节 能 减

排 和 安 全 发 展 水 平 进 一 步

提升。

城市公共交通体系

不断强化

我16岁那年，来到了现在的北京公共交通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第六客运分公司1路车队，成
为售票员。从小就梦想当一名售票员的我，当时的
高兴劲儿现在还历历在目。我暗暗发誓，一定要用
一颗真诚的心为乘客服务。

10 年来，公共交通发展迅
速。四通八达的公交线路、不
断扩延的交通路网，给市民出
行带来了极大方便

我每天清晨4时多到车队。虽然现在的公共
汽车不用在天冷的时候烧热水给发动机温缸，但
我们1路67101号车组当班的3名乘务机组人员已
经习惯了这样的作息时间。司机侯月明师傅开始
检查车辆，我和另一位售票员胡云丽一起认真清
扫车厢的每个角落，为5点以后的“头三班”出
车做好准备。

这辆公交车是今年中秋节那天刚刚上路的清洁
燃料空调新车，北京市首批总共投入运营了180
辆。这种清洁能源车与柴油动力车相比，PM2.5排
放物降低了97%以上。听司机师傅们说，新车低碳
环保，空调、减震、低地板、GPS等配置越来越接
近私家车。

10年来，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改善群众
出行条件，公交车的载客能力大大提高。像这辆
18米长的大通道车，一次载客量可达 170至 200
人，这对缓解高峰期拥堵不堪的城市交通作用相
当大。

10年前，乘坐公共汽车可是个体力活。记得
2002年，当时天然气小单机车还没有退役，因为车
小，每辆车一次只能拉五六十人，车上只有1名售
票员。每到上下班高峰，公共汽车站上人头攒动。
遇上堵车大间隔，每当有汽车进站，还来不及入位
停稳，人们便争先恐后蜂拥而上，因为他们不知道
下一趟还要等多长时间。

2006年，1路汽车率先换上了国Ⅲ排放标准
的 18 米长柴油铰接车，既节能环保，又能拉更
多的人，乘客们称它为“巨无霸”。对于售票员
来说，最主要的是它同时配置了电脑报站器、电
子显示屏、司机监视器、移动电视。这些现代化
装备让售票员工作更轻松了，乘客的舒适度也大
大提高。随着路面的拓宽和改造，多拉快跑的

“巨无霸”让乘车不再成为体力活，大大缓解了
乘车难问题。

今年换的新车实现了“零排放”，设计也更
加人性化。如“绿 A”级玻璃车窗可以挡住 80%
的紫外线；车上配备的空调系统，让车内冬暖夏

凉；低踏板设计，方便了老人和孩子；发动机后
置，使车厢里安静了许多，乘客听电子报站名更
清楚了。

北京城区的公交体系也得到了逐步完善。公交
路网全面铺开，夜班线路、小区公交线路、延长线
路、快速公交线路等互为补充。特别是增设了公交
摆渡车，给乘坐末班地铁的乘客带来了方便。普通
汽车、无轨电车、空调车、双层大巴车、“巨无
霸”等公共电汽车为市民出行提供了便利，成为目
前市民出行选择的重要工具。

每天清晨，跟随“大 1 路”
行驶在长安街上，我都会有新
发现。城市美了，汽车新了，
人们脸上的笑容多了

1路公共汽车的线路正好穿越了被誉为“神州
第一街”的长安街，序号“1”为大，因而1路被
大家亲切地称为“大1路”。“大1路”的历史最早
可追溯到1935年，是当时北京开通的第一条公共
汽车线路。

长安街上每天都有新的变化，我也喜欢捕捉
这些变化。10 年来，在城市交通公交优先政策
推动下，“大 1 路”的线路不断向东西两侧延
伸，东边从郎家园搬到了现如今的四惠站，西边
从公主坟迁到马官营。2009年 4路公交并入，又
再次西延至现在的靛厂新村。此举解决了沿线十
几个小区居民的出行问题。如今，“大 1 路”全
线行驶里程达到了 23.75 公里，比以前增加了近
1倍的距离。

“大1路”的每一次迁移，站场附近都会有巨
大变化。这几年，四惠站的变化就非常大，附近的
低矮的房子全被高楼大厦替代，现代化的四惠交通
枢纽站也已经投入使用。

“大 1 路”线路虽然长了，但发车频率却高
了。高峰期的发车间隔从 7 分钟缩短到 1 分钟。

“大1路”与52路、99路等其他公共汽车一起成为
长安街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如今，像“大1路”一样在长安街上行驶的公
共汽车不再仅仅是上下班出行的代步交通工具，而
且是游览长安街的“旅游观光车”，既经济实惠，
又安静舒适。这是我常常向乘坐“大1路”的乘客
们介绍的。

每当“大1路”驶过天安门广场，驶过各个地
标性建筑时，很多乘客都会涌到车窗前，看看美景
或用手机拍照。每到这时，我都为自己是一名“大
1路”公交车售票员而自豪。

2009年，为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长安街

道路进行了改造施工。将西单至复兴门和东单到建
国门的道路进行扩建，路宽达到50米，同时也加
宽了西单和东单的路口，实现复兴门至建国门双向
10车道。经过这次改造，车流更加通畅，长安街
更显宽阔。坐上公共汽车在宽阔的道路上行驶，看
着车窗外的风景，真是一种享受。

乘客因拥挤、踩脚而吵架
的现象很少见了，取而代之的
是排队上车，尊老爱幼，互敬
互让

“大爷您扶好，有哪位同志少坐一会，给这位老
大爷让个座；那边靠窗户坐着的年轻人给这位抱小
孩的女士让个座；这位小同学，别挤着，先到我这待
一会儿⋯⋯”这就是我每天的工作状态。虽然现在
有了报站器，但售票员的话却说得更多了。

售票员工作虽然很辛苦，但我很“享受”
这种工作状态。我在售票员这个普通岗位上工
作了 33 年，用热情和真诚换来了属于我的幸福
和满足。

今年“十一”假期刚过，一位从陕西来的中
年妇女坐上“大1路”公交车。可能她光顾看风
景，不小心坐过了站，急得没等车到站就要求开
门下车。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我，她是第一次来
北京。我虽然是一名售票员，但我知道，我的一
言一行代表的是北京。北京是一个最能彰显中华
民族爱国传统的城市，爱国、创新、包容、厚德
是我们的北京精神，我要让她体会到北京人的热
情好客。于是，我尽量把语速放慢到让她能听
懂，告诉她北京的公共汽车是不允许随便停车
的，要等进站后才能下车。她有些着急：“咋北京
还不让下车呢？”车上的乘客们听后都笑了。我拿
出纸和笔，一步步写好她要去的地方和怎么转
车，告诉她按照纸上写的走就不会走错，随时问
问路，她这才放心地下了车。

10年来，售票员这个岗位也在发生改变。过
去的售票员只是卖票、验票、报站名，如此周而复
始。2007年1月，北京公交集团开始实施单一票
制，并取消了使用50年的纸质月票，改用IC卡刷
卡上车，卖票成了售票员的“副业”。如今，售票
员变成了乘务员，主要为乘客提供服务。

过去售票员身背票兜，里面有票夹和红蓝铅
笔，上行在票面上画红线，下行画蓝线。如今，
我的挎包里常常会备一些编织袋、塑料袋、糖
果、便笺纸一类的小物件，以解乘客的燃眉之急。

我是在“大1路”温暖的集体中成长起来的
一名售票员，是“大1路”给了我发挥光和热的

舞台。我和同事们将继
续 努 力 ， 提 高 服 务 质
量 ， 通 过 打 造 一 流 车
队，为乘客们提供更加
舒心的服务。

一位公交车售票员——

用真诚服务温暖乘客
郭秀芬口述 本报记者 徐 红整理

公交车售票员郭秀芬

上图：每天早上出车前，郭秀芬和同事们都要把公交车擦得一尘不染。

右图：郭秀芬耐心为乘客指路。

（本版照片由本报记者赵 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