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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升老年人乘坐公交

时的安全性、舒适性，2023年11

月18日，泉州市公交集团新购置

了 10部“适老公交车”即将在

K307、K1线路上开跑。这是该

市首次投用“适老公交车”新车

型，也是该集团全力打造适老化

服务的重要举措。据悉，此次新

上线的“适老公交车”采用一级

踏步、低地板全平的设计，上下

车门离地高度不超过34厘米。

传统公交车上下车需要走两级

或者三级台阶，对于腿脚不便的

老人来说比较吃力，新车型只需

一步就可以直接上下，不存在过

高落差，非常贴心。

无独有偶，前不久成都市也开通了6条“适老公

交”专线。车辆专门定制，低地板无障碍通道、无障

碍装置、轮椅固定设备、软皮座椅等设施，充分考虑

到老人乘车的方便舒适。车上还配备了装有放大

镜、口罩、老年常用药品的便民箱，整车的标识选用

更大的字号，方便老年人识读。

公交车是城市重要的出行工具，方便快捷舒

适，但如果是腿脚不便的老年人乘公交车，不见得

有多舒适。老年人搭乘公交其实有诸多不便，比如

公交车的底盘高、台阶陡，使得某些老年人上下车

时都感到困难。另外，一些公交车存在多级台阶的

安全隐患，由于车辆制动、路面颠簸及后排上下通

道落差等因素，经常会造成老年乘客跌倒。另外，

公交车的座椅较硬，老年人坐上去不是很舒服。因

此，“适老公交车”在设计上设身处地为老年人乘

车着想，消除了以上诸多不适感和安全隐患。“适

老公交车”的车厢内还专门设有爱心专座、应急医

药箱、爱心专座提示铃等便民设施，细节之处尽显

用心。

笔者以为，改造或定制适合老年人乘坐的公交

车，不仅要体现在硬件上，还应该体现在软件上。

驾驶“适老公交车”的司机师傅应该更加耐心和细

心，做到起步缓、转弯缓、停车缓、语气缓。老年人

由于身体各种机能都逐渐退化，行动迟缓、视力减

退，缺乏对眼前的光感或空间的正确判断，很容易

踩空摔倒，撞到玻璃门。所以，公交车的司机除了

专业驾驶技术过硬外，还应具备更高的文

明素质。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

关注关爱老年人生活的“适老服务”将会越

来越得到重视。“适老公交”专线，正是顺应

了这一趋势。我们也希望在其他行业看到

更多的“适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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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冬至前，父母总来
电话问我回不回家。若回不
了家，母亲便叮嘱我定要吃
面条、南瓜饼和饺子，理由是
“吃了冬至面，一天长一线”
“吃了南瓜饼，出门不落魂”
“吃了冬至饺，耳朵冻不
掉”。虽然南瓜饼黏魂魄纯
属迷信，冻掉耳朵这事在南
方发生的几率几乎为零，可
我依旧会答应母亲。

我知道，在父母心中，冬
至的分量很重。家
乡人一直保持着
“清明挂钱、冬至立
碑”的传统，迁坟、
修墓、立碑及祭祀
乃是冬至的一件大
事。我刚会走时，
父亲就在冬至的上
午，带着哥哥和我
去给祖先修墓。此
时的山野与清明时
节大相径庭，劳累
一年的土地，进入
了休整，叶片凋零的树木等
待春天新生。只有那些久恋
南方的山雀，或在枯草地上
觅食，或在光秃秃的枝头跳
跃。在凛冽的寒风中修墓、
培土、祭祀……少了清明祭
扫的欢愉，显得格外肃穆。

与端午、中秋和春节期
间亲戚间的礼尚往来相比，
冬至立碑或修墓的意义近似
于编修族谱，都是为家族成
员提供由文字铭刻的共同记
忆。从这个角度讲，冬至更

像接续血缘关系的“桥梁”和
“纽带”。

当然，冬至的厚重还在
于其丰富的生活气息。冬
至那天，早起的人会看到天
空接二连三地升起炊烟，开
始是青云直上，却又相互呼
应着。转眼间，寒风吹过，
炊烟迅速地纠结在一起，热
气腾腾地飘向蓝天，如仙女
潇洒地舞动衣袖。紧接着，
家家厨房就响起锅碗瓢盆

“交响乐”。不一
会，饺子、面条、南
瓜饼、卤蛋的香味
便毫不客气地钻
进鼻孔。

想 起 以 往 冬
至，本地的同事都
雷打不动地回父母
那儿吃饭。后来才
知，他们举办的“家
族宴”，就连城里的
兄弟姐妹及堂兄妹
也必须到场。同事

说，冬至家庭聚餐也一定要
按规矩在家自己做饭，不像
除夕团圆饭那样可以在酒
店定制。与其说这些“烟火
气”温暖了人们的寒冬生
活，不如说这与“冬至阳气
起，君道长，故贺”的传统习
俗一脉相承，人们是在用这
种通俗的方式庆祝“阳气渐
生，天光渐长”。

或许正因承担了这种特
殊使命，才使得“冬至大如
年”的古俗源远流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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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寄本
报副刊稿件
众多，凡手写稿件，恕不
能退稿，烦请作者自留底
稿。稿件一个月内未见

报或未接反
馈，作者可

另行处理。感谢支持，欢
迎 投 稿 。 投 稿 邮 箱 ：
jwbfk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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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药 ，横 着
种，竖着长。道理
很简单，种植时让
山药种块躺着埋
进土里，种块上的
所有胚芽均在同一合适的
深度，利于发芽成活、出芽
整齐；发芽后，浅层土壤的
养分不能满足山药的成长，
于是山药向下扎根，以吸收
深层的养分。随着长大，山
药需要的养分越来越多，便
不断向下扎根，自然而然就

站了起来，长成了
营养丰富的山药。

人生与山药
也有相似之处，躺
着生，站着长。人

生初期，犹如刚出芽的幼
苗，“躺平”状态理所应当。
但是渐渐发育、长大之后，
就没有“躺平”的资格了。
只有在肥沃的社会土壤里
深深扎根，不断耕耘，吸收
营养，历练本领，才能站立
成人，茁壮成长。

站着长
金沙滩

我和我的朋友袁在放
学后决定去冒险。我们要
爬上报社四楼的平台去看
风景。那个时候，报社四楼
差不多是全市最高的建筑
物。我们混入办公楼的人
流之后，就怀着一颗怦怦乱
跳的心拼命往楼上爬。终
于到了四楼，我们看见往楼
梯那边再上去一些，就有一
个小门。我俩穿过小门，来
到 了 一 个 巨 大 的 平 台
上。——多么大啊！头顶
便是天空和云，这给我们一
种异样的感觉。我害怕了，
不敢像袁那样四处乱跑。
我从前到过山顶，也到过山
上的巨石上，但那些地方给
我的感觉是踏实的——那
是在大山的怀抱里，我一点
都没产生悬空的恐惧。现
在，在这个人工的建筑物顶
上，我忽然感到了不安。

在我的视线前方，是我

们长沙城的房屋和马路，那
些连在一起的灰色屋顶，完
全不像我在下面看到它们
的模样了。房屋之间的马
路变得那么窄，时而隐没，
时而显现，犹犹豫豫地伸向
不可捉摸的灰蒙蒙的远
方。这就是我家所在的经
武路吗？我简直不敢相
信！我小心翼翼地走动了
几步，又看到了烈士公园和
体育场。袁在那边兴奋地
尖叫，叫我过去。

她站在平台边沿上，旁
边没有任何支撑。她就那样
叉着腰看下面。我吓坏了，
我不敢过去。但袁更为急迫

地催促我，她说她那里的风
景好看极了，我要是不去看
就可惜了。我鼓起勇气，走
到了离她两三米之处，然后
我就跪在地上爬，战战兢兢
地爬到了离边缘还有半米远
的地方。我伸出头一望，看
到了我们的街道。这街道是
多么的不同啊，几辆汽车像
甲壳虫一样游过去，行人好
像都停住不动了似的。我看
了一会儿就开始往后退了。
我听见袁在劝我多看一下，
因为有一辆解放牌的大卡车
开过来了。但我还是退了，
退到了平台中心。

袁随即也来到了平台中
心。她说我们可以做一个游
戏，她说着就躺在了地上。
于是我也躺下了。这坚实的
水泥平台给了我某种安全
感，我看见天上的乱云在缓
缓移动。

“闭上眼睛，我们就消失
了。”袁在说。

我闭上眼，心里恐惧得
不得了，可还是强忍着。

大约过了一二十秒，我
就睁开了眼睛。我听见袁
在笑。
“我是骗你的，我想让你

锻炼胆量。”她说。
我们坐在平台上开始聊

天。一聊天，恐惧就完全消
失了。我不再觉得自己处在
城市的最高处，也不再担心
狂风会把我吹到那没有围栏
的边缘了。我从心里感到了
城市的奇妙。居然还有这么
好玩的地方，这么高，这么危
险，但实际上并不危险。我
们居然在这种地方坐在地上
聊天了！我们越聊越起劲，
说到班上的同学，说到老师，
说到吃过的好东西，还有好
玩的游戏。后来我也站起来
叉着腰在平台上走来走去，
还走到离平台边缘半米远的
地方匆匆地往下看了一眼。
“一点也不危险。”袁在旁边
说道。

下楼时，我们俩兴奋
极了。

顶楼平台
残 雪

中午吃得很饱，
路边掐枝闲草。
回来插于瓶中，
看着心情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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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期 文 库
苏南方言与生活之四

在没有电视机的年代，
乡村几乎没有娱乐活动，唯
一能给人们带来乐趣的，是
逢年过节或一些特殊的日
子，会请一些小剧团来演出
滩簧戏。喜欢看滩簧的人、
闲着没事做的人、喜欢轧闹
猛（吴语方言，凑热闹）的人
陆陆续续前往集市观看。小
孩子尤其喜欢热闹，听说去
赶集、看戏，更是高兴得不得
了，欢蹦乱跳着问父母要点

零花钱，约上小伙
伴们飞奔而去。

到了集市上，
只见人山人海。
孩子们在人缝里
穿梭往来、东寻西

找，喝碗豆腐花，嚼点麦芽
糖，吃过荸荠，又从商店里买
了咸萝卜丝、甘草话梅饼，身
边的零花钱已所剩无几。他
们转着转着，看见甘蔗摊，想
买甘蔗吃，摸摸口袋里的钱，
不够买，一边咽着口水，一边
下狠心地对自己说：“不吃
了，看戏去。”

寻着唱戏的地方，只听
得铿铿锵锵锣鼓声一阵响过
一阵，好戏已经开场。戏台是

临时在空地搭起来的，看戏的
人全都站着，人头攒动、熙熙
攘攘，一个个踮着脚伸长脖
子，不时响起喝彩声、鼓掌声。

小孩们挤挤搡搡，从人
缝中看向戏台，只看到高高
的戏台上有几个人晃来晃
去，听得“咿咿呀呀”半天，却
一点也没听懂说些什么唱些
什么，渐渐觉着没劲，失了
“看戏”的兴趣。他们从摩肩
接踵的人堆里挤出来，东转
悠西转悠，又返回到甘蔗摊
前，指望卖甘蔗的人不小心
弄断一根，或者甘蔗快卖完
的时候，打折便宜卖了，手里
的钱就够买甘蔗吃了。

就这样，等啊等，戏结束

了，人渐渐离开，集市也快散
了，甘蔗摊摊主还是没有打
折的打算。小孩子们只能无
奈地咽着口水，怏怏不乐地
回家。回到家里，大人问：
“看的什么戏啊。”“不知道。”
“看的什么戏都不知道？”“没
看。”“没看？那你干啥去
了？”“看卖甘蔗。”

这便是“看戏看了卖甘
蔗”的由来，现在多指办事分
不清主次，本想去办件要紧
事，因其他事情分心，以至误
了正事。

看戏看了卖甘蔗
张培智

几年前，偶
读一本清代笔
记，里面有个小
故事。苏州有个
人见了熟人便啰
啰嗦嗦地说很多话，往往不
能表达真实的想法。时间长
了，很多人都避开他。他去
寺里向老和尚问缘由，老和
尚说：“你有什么话直接说，
不要说废话。”

于是，这个人下定决心
要改这个毛病。一日，妻子
问他：“今天吃什么菜？”他没
有像以前那样长篇大论，而
是直接说：“吃鲫鱼。”过了几
日，老友喊他出去玩，他没有
像以前那样说这里好玩、那

里不好玩，而是
直接说：“走，一
起去。”又过了
一个月，亲戚来
看他，说：“你长

胖了。”他没有再像从前那样
说胖的种种害处，而是说：
“哈哈，是的是的。”他改变以
后，那些避开他的熟人，又重
新接受他了。

故事也许是虚构的，却
给人很多启迪。废话令人生
厌，简洁的话使人轻松。谁
也不愿耳朵成为他人话语的
垃圾桶。

这个道理放在写作上同
样适用。行文畅达，不拖泥
带水，是好文章的标准之一。

废 话
鑫 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