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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司机今年来做好事4100余件
本报12月8日讯(记者 鞠平

通讯员 刘建明) 2日，烟台好的
哥张士春送还700多万元的珠宝箱
子。仅隔4天，一位好的哥又将一台
笔记本电脑和1万元现金上交……

这并不是孤立的事件，12月8日，记

者从烟台市运管二科了解到，除了
拾金不昧，烟台的的哥们还扶弱帮
贫、见义勇为，今年以来，烟台的哥
已做各类好人好事4100余件。

为了进一步提高烟台市出租车驾
驶员的服务意识，烟台市客运出租行

业开展了争当“爱心车”的活动，培育了
一支“爱心车队”，打造了一道具有烟台
特色的流动风景。通过这一活动，烟

台运管部门大力表彰“奉献爱心”、

“文明服务”的优秀司机，弘扬正气、

激励先进。2010年烟台市出租车司

机违章投诉率比2005年下降了39%。见
义勇为、拾金不昧等好人好事层出不
穷。“十一五”期间市区出租车驾驶员共
做好人好事15300余件，交还遗失物品
11500余件，见义勇为、救死扶伤等典型
事例780多件。

很多人对一个城市的最初印象来自的哥。从
2006年至今，烟台的哥所做的好人好事每年以10%的
速度在增长。拾金不昧不留名是他们的“习惯”；免费
送迷路老人和急诊病人是他们的“专长”；碰上歹徒
行凶上前帮忙是“应当”。许多外地游客和客商通过
他们感受着烟台的“文明”，烟台的哥的姐们逐渐成
为烟台递出的第一张“文明”名片。

街头经常“客串”救护车
2010年6月26日，一位屈女

士在烟台市毓璜顶西路不慎摔

伤，头部流血不止，正当她惊慌

失措的时候，一辆出租车停在

了她的面前。好的哥见状立刻

让屈女士上车，把她送往医院。

在医院门口，屈女士掏出了100

元钱，而这位的哥却说，“看病

要紧，车钱不收了。”随后就开

车离开了。

后来屈女士给烟台市运管

二科写去了一封感谢信，在心

中写道，“当时由于紧张，也没

顾得跟师傅道谢，心理觉得很

对不起人家，车钱没付不说，还

把人家的车套弄得血迹斑斑，

肯定耽误了司机师傅不少生

意，现在我的外伤慢慢恢复了，

我很感谢这位司机师傅提供的

帮助……我坚信，有这样的好

的哥，是烟台广大市民的福气

和生命保证。”在信里屈女士还

附寄了20元钱，请运管二科帮

忙转交，并希望能当面致谢。

而这样的致谢信，在运管

二科记者看到了很多，仅从
2007年到2009年，这样的感谢

信就有几十封。其中一位张先
生在感谢信中写道，“2009年10

月10日凌晨一场灾祸突然降

临，是一位出租车司机帮我度

过了一生难忘的一天。”据了

解，张先生今年71岁了，去年10

月10日早晨5点，张先生在晨练

中突然摔倒，左膝着地，近200

斤的他靠自己的力量难以站起

来。晨练的同伴立刻叫来了一辆

出租车，好心的的哥将他扶上了

车，随后送往烟台山医院，路上还

联系了张先生的儿子。在医院里

又是这位的哥帮他挂号、陪他拍

片、办理住院，一直忙活到早晨8

点多，直到张先生的儿子到来后，

这位的哥才悄悄地走了。

路上“兼职”给迷路老人当保姆
一些老人上了年纪，记忆

就不会太好，或者刚刚来到城

市里儿子或女儿家中看，出门

常常容易迷路。这个时候，出租

车的哥成了这些老人“兼职”的

保姆。

今年6月3日上午，一位来

烟台儿子家游玩的77岁关老人

到楼下倒垃圾，想着顺便去附
近逛逛，没想到，由于道路不

熟，越走越远。找不到家的老人

打了一辆出租车，好心的哥马

师傅询问老人去哪，老人只说

“往前走。”马师傅开着车一直

跑到了港城西大街，再次询

问，发现老人根本说不清家
在哪里。马师傅询问是烟台

市里还是莱山区，老人肯定

地回答是市里，马师傅又开

着车往回走。在市里转了一

圈，老人也没有想起居住的地

方。无奈之下，马师傅将老人送

到了奇山派出所，一分钱的车

费也没有要。最终在派出所的

帮助下，老人找到了儿子。此

时，已经距离关老人出门几个
小时，儿子一家正急得四处寻

找。得知经过后，关老人的儿子

一再地向马师傅表示感谢，而

马师傅只是笑笑，说这是应该

做的。

据了解，出租车师傅经常

会碰到一些迷路的老人，往往

车子跑了一大圈，老人根本找

不到家，拉这些迷路老人往往

是既耽误时间也赚不到钱，可

是一位的哥这样告诉记者，“谁

家都有老人，将心比心，只要老
人能平安回家，比多挣几块钱

要值得多。”

不开心乘客的“知心人”

2010年2月2日凌晨，市民

李女士因为跟老公吵架，不开

心的她从家里跑了出来，什么

也没带，抱着不想活的念头逆

向走在大马路中间。出租车司

机汪师傅发现后，一直跟在她

身后安慰她，让她上车，还把自

己的身份证汽车手续给李女士

看，证明自己不是坏人。最终在

汪师傅的一再劝说下，李女士

上了出租车，汪师傅将车停

在了一个明亮的路边，耐心

地劝说李女士，直到李女士

心情平复，这才询问李女士

的家庭住址，并把李女士送回

了家。

李女士回到家时已经是凌

晨2点，李女士要上楼取打车

钱，汪师傅表示不要了，担心李
女士回家后想不开。汪师傅特

意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告
诉李女士，自己开夜车，有事可

以给他打电话。汪师傅开车离
开后，李女士还收到了一条短

信，“不要想不开，不要吵架早

点休息！”

李女士说，如果没有这位

大哥，说不定她真的就轻生

了，非常感谢这位大哥，在最

需要的时候，帮助了她一把。

尤其是汪大哥帮人不计回报，

让她更感动。

勇斗歹徒的“大侠”

的哥整天忙活在路上，偶

尔会碰上一些恶性的治安案

件，这个时候烟台的哥的姐们

展现了他们的勇气。

去年5月，市民刘女士在福
安中学附近遭到两个骑摩托车

的歹徒抢劫，抢走了刘女士的

皮包，因皮包里有非常重要的

文件，刘女士非常着急。就在此

时，出租车司机刘行涛师傅开

车经过，听说刘女士的包被抢

了，二话没说，开车就追，一边

追一边还拨打了110，报告歹徒

的行踪。最终，在海港医院附

近，刘师傅与民警会和，抓住了

一名歹徒将刘女士的包取回。

抓住歹徒后，刘师傅没留

姓名就开车走了，后来刘女士

通过110民警才了解到了好心

的哥的姓名。

一位的哥黄师傅告诉记者，

你别看一些的哥平常日子好像挺

吊儿郎当，但大家都特讲义气，最

恨那些欺负人的歹徒。在采访中，

记者发现，这些看上去有点粗的

的哥们，却怀着一颗急人之所急

的热心，一颗不计较得失的爱心

以及见义勇为的正义心。

格专家说法

出租车是

城市的门面

“出租车除了作为基本的交

通运输工具，更深层次上来说，

它还是一个城市的门面。”谈到

出租车的作用，山东工商学院社

科办杨峰丽教授如此说。

在杨峰丽眼中，城市形象的

提升，与出租车整体服务水平的

提升二者之间是相互呼应的。如

果对出租车司机印象好了，那么

想必任何一个乘客都会对这个城

市顿生好感，自然烟台的城市文

明魅力也顺理成章的得以体现。

“齐鲁晚报近日报道的烟台

好的哥将价值700万的珠宝完

壁归还安徽客商，客商对烟台的

哥印象好，进而也会对烟台这个

城市有好感，这就是互动效应。

“烟台被评为最佳休闲城

市，除了吃喝玩的休闲，定位为

人文好客的休闲也至关重要。”

杨峰丽说，流动的出租车从横向

来说，它有一定的范围广泛性；

但从纵向来说，更有深层次的含

义，驾驶员与乘客之间，互动性

越好，烟台这张城市名片含金量

越高。

拾金不昧是他们的“习惯”

送迷路老人回家是他们的“专长”

的的哥哥的的姐姐成成了了
烟烟台台的的““文文明明使使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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