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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东发往新疆的唯一一趟

绿皮车就要停开了，177 元从祖国

的东部到西部的历史也就快要结

束了。车内加装了空调，速度没有

变，但是全程的票价却涨了 142

元，虽然 142 块钱不是一个大数，

但是相关部门在定价的时候还是

应该问问乘客，听听大家的声音。

其实列车升级是一件好事，让

长途奔袭的旅客们有了一个更好

的乘车环境，拿出更多的钱享受更

好的服务，这理所当然。但是单方

面的决定涨价，让不少旅客感觉到

自己被逼，强迫自己接受新的价

格。“就这趟车，就这个价格，你坐

不坐?”其实，大家并不会太过于在

乎多出的那些钱，只是感觉应该提

前告诉大家一声，问一问大家的意

见。

在媒体上经常能看见涨价前

先开个听证会的报道，相关部门和

群众都会站出来说说自己的理由，

提提自己的建议，而作为目前国人

出行选择最多的交通工具，铁路无

疑走进了每一位百姓的生活，如此

“热门”的涨价，怎么能不让大家知

道一下呢？怎么能自己来决定呢？

虽然大家可能不会说什么，但是总

会让人有种被“绑架”了的感觉。

随着铁路交通的不断发展，将

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车被替换，绿

皮车换空调车，空调车换特快，特

快再换成高铁……希望到时候，会

有人站出来，听听群众的声音。

绿皮车在中国电影中是一个常用的元素。电

影《人在囧途》中李成功在火车上的热闹桥段和电

影《天下无贼》里两伙扒手之间的激烈火拼，导演

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绿皮车作为故事发生的地

点。

绿皮车作为一个时代鲜明的符号，它不像贴

地飞行的高铁一样让人高不可及。它出现在荧幕
中，特别容易让观众感觉到场景的亲切，也最容易

引起底层大众的共鸣。

在现实中，因为绿皮车开得缓慢，在车上理所

当然会发生很多故事。而往返济南和乌鲁木齐之

间漫长的旅途，更让人倍感 1085 次列车的沧桑。

看着 1085 次列车驶去的背景，仿佛是看着一个时

代的远去。

两个月前，记者乘坐 1085 次列车从泰安到河

南，见到列车员在清洁风扇，给风扇换洗网罩。与

崭新网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摆进博物馆也不过

分的陈旧风扇，但列车员却是一丝不苟，就如同清

洗自家的家具一般。回想当时的场景，列车员对老

列车的留恋之情令人叹息。

绿皮车停下“脚步”，无数旅客忍受站票煎熬

的记忆、小桌上打牌的欢声笑语、开水间里碗装方

便面的味道、乘客对制服扒手民警的喝彩声、与坐

在车窗边的姑娘一见钟情的瞬间，仿佛都随着时

间而凝固。但乘客对家的期盼，对团聚的期待和对

爱侣的相思却永恒地驰骋在铁路上，他们不会忘

记绿皮车曾经的付出和功劳。

曾经将 1085 次列车从济铁最

好的空调车更换为绿皮车，是适应

了当时主力人群的需要，是为了廉

价的出行成本能够惠及更多的人。

而如今空调车的更换，可以说是在

给了乘客舒适出行环境的同时，也

让人坐车坐得更有尊严。

角落满是油污，座椅密不透

气，车厢如闷罐，味道似厕所，严重

超员，这些都是 1085 次列车给许

多坐过的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当

然，这样的不良印象，其存在也是

客观难以改变的。绿皮车是适应寻

求低出行成本的外出务工者而开

行，车内软件及硬件质量，与票价

成正比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不过，

那已是近 10 年前的情况了。如今，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绿皮车

早已因其软硬件落伍而跟不上时

代的步伐，换车就在所难免。

在 1085 次列车上，为了能够

度过难熬的 48 小时，多数人就不

能按着自己的性子来，只能互相迁

就，有时甚至过得很没有面子和尊

严。为了泡一包面而与他人争执不

休，因占座而互相谴责，被逼无奈

反锁厕所门等等，都让人们在旅途

中为了能够稍微舒适一点，而放弃

了一些自律和尊严。不是人们没有

自律的想法，而是当生存或是生活

的条件触碰到底线时，人们只能不

得已而为之。

终于换车了，听到这个消息，

多数人都长出了一口气。对他们来

说，考虑如何更加舒适便捷地出

行，已成为与日俱增的迫切需求，

而这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提升火

车软硬件水平，给人们的不仅仅是

出行的舒适，还有生活的美丽，更

有必须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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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背景：经停泰安、运行线路最长的

一组绿皮车 1085/6 将完成它的最后使命，此

后泰山与乌鲁木齐的线路将由空调车代替。从

此泰安告别跨省绿皮车时代。很多人对此既有

不舍和留恋，也有对新空调车的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