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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长清

城事

来往城区和长清的潮汐车族真不少

开开车车上上班班族族打打起起拼拼车车主主意意
本报11月14日讯（记者 董

从哲） 一周五天，开车在长清
区和济南主城区之间来回上下
班，市民辛先生感觉私家车的汽
油费有点难以承受。近日他在网
上发了一个帖子希望找到同路
人搭拼一下车，能够分摊一点汽
油费用，很快就有人回应，愿意
和他一起拼车上下班。“看来不
少人有和我一样的想法，这种拼
车应该说是利己利人利环境的
好事。”

在长清和济南主城区之间

上下班的市民为数不少，他们中
间大多是家住济南，工作地点却
是长清的公司。记者采访中获
悉，也有一部分属于在济南上
班，却暂时还没有在济南城区安
家买房子的长清人。由于济南主
城区和长清区之间还没有很便
捷的公交车网络，这些上班族大
多数辗转乘车，到目的地需要换
乘两到三次车才行，十分不便。
一位家住高新区，工作地点在长
清的市民就告诉发帖拼车的辛
先生，他每天需要倒几路车才能

到工作地点，尤其是回家时在长
清城区内，坐公交车更不方便，
他有时候开车上下班，汽油费又
太贵，无奈他选择了开一段车坐
一段公交的办法，开车到济南西
郊，然后再搭乘公交车到单位。
他很想和几个人拼一下车，大家
共同承担汽油费，这样既方便，
费用也降低不少。

“我的车可以坐三四个人，
每天上下班时间基本固定，从恒
大绿洲附近到济南千佛山附近，
要是有拼车的同道可以联系

我。”辛先生告诉记者，除了降低
汽油费用，这样做还可以交到朋
友，“路上一个人开车也有说话
的了，多好。”

记者翻阅网络信息发现，在
长清吧等网络论坛，也有些人发
布寻求拼车的信息。拼车看似双
方得实惠，但弊端也很明显。除
了作为“个人司机”上下班时间
难以完全固定以外，一旦出现安
全事故，乘客的伤害赔偿等等也
容易产生纠纷。

部门利益纠葛，公交车难以覆盖长清城区

本本报报将将组组织织济济南南长长清清““定定制制公公交交””
本报11月14日讯（记者 董

从哲） 面对如此多的济南长清
之间来往上班族，济南公交公司
新近推出的“定制公交”难道不
能帮忙？记者联系济南公交公司
负责长清的公交车队负责人了
解到，他们也注意到了两地市民
乘坐公交上下班的不便，尤其是
在长清城区上班的市民，乘坐
301等线路还不能便利对接，正
在考虑如何推动两地的“定制公
交”开行。

据了解，目前长清区和济南
主城区之间，主要有20路、301、
302等线路，其中从纬十二路出

发的20路，从北面泺口商圈出发
的302，从章丘出发的301，都最
终停靠终点站——— 大学路的公
交枢纽中心，要想从济南主城区
过来到长清市里，还需要再换乘
其他车辆才行。同样，长清城区
的市民要往济南城区去，选择
301、302也要乘坐其他车到公交
枢纽中心站才行。

公交6公司5队负责人王书记
告诉记者，他们也注意到，301、302
等线路实际上服务大学城，还没
有完全进入长清市里，要想让
301、302等线路在长清市内设点
很难，因为这需要交通部门的配

合。“一些线路运行涉及到不同
部门，很难协调，比如301，涉及
到章丘交通方面，双方共同运
营，但一到节假日周末很拥挤，
群众意见很大，我们想加密一些
车，多开几趟车都难以做到，章
丘方面不同意，不让停靠。没有
办法，我们就在燕山立交以西开
行一些区间车来补充，从市区开
到燕山立交桥再返回来。”

谈到能否为大量的两地奔
波人士定制公交问题，王书记认
为，目前来说8条线路已经很难
再抽出车来做定制公交运行，但
是这个需求可以向上级反映，看

看是否从301这些线路中的车辆
里，抽一辆车做定制，线路设计
上可以走长清城区到燕山立交
等地段，固定好发车点、中途上
车点、人数，就可以了。“我们会
向领导积极反映这个事。”

记者注意到，其实在长清城
区和济南主城区之间，还有公交
公司以外的车辆在干着，比如济
南火车站、汽车站和长清城区之
间的1路2路和3路车。但是，这些
车辆在长清城区内有站牌，到了
济南市区里面，这些车辆都“销
声匿迹”，看不到站牌，难以找到
上车点了。长清区交通局客运所

赵所长说，这些车辆属于交通局
属地管理的长运公司和交运集
团，和公交公司不算是一个单
位，所以很难借用他们的站牌，
因此济南市民要想坐这些车来
长清，基本上需要自己记住行车
路线，“在公交站点上招手拦车
就行。”

开车成本高，拼车有风险，
公交车固有线路不合适，能不能
组织一趟“定制公交”？本报积极
联系公交长清方面，希望有这种
需求的朋友，联系本报今日长清
编辑部反映您的需求和意见，我
们的电话是：15706411177。

本报11月14日讯（见习记者
张帅） 本报11月8日5版报道

了《马山志》和《马山卫生志》“马
山卫生院”部分的执笔作者孙丽
文老人来到本报编辑部，希望将
两部地方史志的手稿通过本报转
捐给长清区相关部门，以便永久
留存的消息。记者就转捐事宜联
系了长清区博物馆、文化馆、档案
馆等相关单位，长清区档案馆表
示愿意永久收藏这两部地方史志
的手稿。

13日，记者带着两部史志的
手稿前往长清区档案馆进行捐
赠。档案馆工作人员在了解了手
稿的全部内容后，对其进行了分
类、拍照、保护和归档，整个捐赠
程序既公开透明，又简单有序。档
案馆为捐赠者制作了荣誉证书，
对于孙丽文老人的无偿捐赠表示
感谢。捐赠证书将由本报转交给
孙丽文本人。

“十分感谢孙丽文老人的
无私捐赠，特别是看过关于她
身世的报道后，她没有将这些
有价值的文献手稿归为自己长
期留存，而是无偿捐献给国家，
这让我们十分感动。”档案局刘
局长对记者表示，档案馆欢迎
全区各界人士无偿捐赠具有历
史背景和文化价值的有关民风
民俗、市井人情、地名资源、名
胜古迹、史志、家谱、名人照片
的实物和资料及社会个人收藏
品，档案馆会以此开发利用，积
极发挥档案服务公众、传播教
育和文化交流的功能。

档案局永久

收藏捐赠的手稿

孙丽文老人

愿望实现了

这这辆辆德德国国““大大金金鹿鹿””有有要要换换的的吗吗？？
旧物置换大集继续征宝贝，不少市民盼望尽快开集

本报11月14日讯 (见习记者
贾文圆 ) 您家里闲置不用的

东西，很有可能是别人求之不
得的宝物。为了实现旧物利用，
为百姓搭建一个旧物免费交换
的平台，我们齐鲁晚报《今日长
清》编辑部组织旧货置换大集
的消息，得到了长清市民的普
遍认可和支持，自本活动启动
以来，长清市民纷纷致电本报
编辑部，提前预约报名。

13日下午，记者见到了市民
张 先 生 要 在 大 集 上 置 换 的 宝
贝——— 一辆德国产自行车。据他
介绍，这辆自行车是著名国产自
行车品牌“大金鹿”的原型。当年
国家自己生产自行车的能力还很
有限，不得已从国外进口了一批
原装货，供应市场。这些原装货，
后来都被当地国产化，形成了咱
们自己的自行车品牌。记者看到，
这辆德国自行车虽然破旧，但是
却被张先生保养得很好，车体
上下泛着油光，给人一种敦实
耐用的感觉，从外形上看，确实
有很多大金鹿母本的痕迹。这
辆 自 行 车 除 了 脚 蹬 子 后 来 换
过，以及小零件安装维修过之
外，几乎整体保留了原装进口
自行车的原有零部件，就连一
些徽标印记，也可以从车体上
依稀看到。张先生告诉记者，他
这辆车很拉风，一骑出来，就吸
引了市民好奇的目光。由于搬
了家，他不能再保留着它了，只
得无奈卖掉或者换些东西。“我
也觉得这是很好的车子，不舍
得卖，现在骑着还很好用呢，希
望你们的旧物置换大集早点开
始。我们到时候来易物交友。”

张先生说。
还有不少市民询问本报旧

物置换大集的开始时间，本报
衷心感谢大家的响应和支持，
本活动举办时间暂定在12月中
旬，希望大家耐心等待，同时希
望没有预约报名的市民在活动
开始前致电本报编辑部报名登
记。

如 果 您 对 以 上 物 品 感 兴
趣，希望您尽快拨打本报编辑
部电话，我们将尽快与您联系；
如果您想找到其他的宝贝，也
希望您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对
您的信息予以刊登。我们的热
线电话是：15706411177，请在
上班时间拨打。

追踪报道

姓名 旧物名称 新旧程度 想要置换的物品

张先生 老式自行车 德国52年的 随缘

李先生 沙发 六成新 随缘

顾秀存 老式组合衣橱、旧衣物、玩具、电视 旧式 随缘

李女士 电暖器 九成新 餐桌椅子、手表、食物都可

毛女士 5个钢筋锅、电饼铛 全新、没开封 随缘

张先生 小家电 八成新 随缘

程先生 电风扇 用过2次 随缘

赵女士 美的暖风机、自行车 七成新 随缘

王先生 巨峰暖气炉、蜂窝、炭 全新 随缘

刘先生 洗衣机、黑白电视 五成新 随缘

董先生 双人床、家具 五成新 随缘

高先生 需要老式桌椅 旧式 随缘

耿女士 钢筋锅2个、电频仪、电水壶 全新 随缘

旧物置换部分登记物品

老张的自行车。 本报记者 董从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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