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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长7米，有14个座位
“宝宝巴士”和大公交有什么不

同？近日，在南京古平岗西公交站
台，现代快报记者上了一辆新投放
的210路小蓝鲸—微公交。

探访时正值平峰期，车内只有
一两名乘客。记者见到，这台纯电
动公交车内部窗明几亮，并不显得
局促。包括爱心座椅在内，车内共
有14个座位。车上也有低入口踏
板、轮椅区等无障碍设施配置。一
名乘客告诉记者，感觉小公交乘客
少，坐起来比大公交舒服，发车间
隔也小一点。

南京公交集团运营部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210路是南京地铁7号
线中段开通后，新辟的一条从南堡公
园西到古平岗西的微循环公交线
路。因途经的唐山路等路段比较狭
窄，在测算过沿途公交客流后，才决
定投放这种7米长的小公交。

据悉，南京在营公交车共约
5500 辆，车型有 6—7米级、8—11
米级和 12 米级，其中，8—11 米级
的是主流车型。最近采购的这种7
米级小公交，约有150辆，主要投放
在主城六区客流较小、道路狭窄的
新辟支微线路、接驳线路上，覆盖
了约30条线路。目前，这种7米及
7米以下小公交的份额约占全市公
交车总量的5%。

小公交“短平快”，运行
效率更高

“太可爱了吧”“还没断奶呢就

出 来 上 班 了 ”“ 公 交 车 又 小 又
挤”……现代快报记者注意到，随
着越来越多“宝宝巴士”上路，网友
们对于小公交的评价也逐渐分化
起来。

大公交常被批评空空荡荡、小
公交又被吐槽太挤，一条线路上的
公交车型、班次如何安排才是比较
合理的？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一般
情况下，公交车上座位与站立乘客
达到约 1:1，被认为是比较合适的
运输状态，少了浪费运力，再多乘
客会感觉拥挤不适。

以 210 路为例，早晚高峰一小
时的客运量有两三百人，7米级的
车子满载约 35 人，那么一小时发
10个车次就能够将线路上的乘客
全部运走。发班间隔约10分钟，市
民候车、乘坐舒适度都较好。在线
路开通后，公交部门还会观察一段
时间，如果出现有站台滞客现象，
还会对发班时间等进行调整。

而如果使用大型公交，先不说
在唐山路等路段通行不便，如果按
照大型公交的实际运输能力测算，
发车班次就要减少，市民候车时间
会增加，而如果发车间隔仍为10分
钟，就会存在运力浪费情况。

上述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实际
运营中，各条线路还会根据客流情
况存在各种车型“混编”的情况。
今后开通的微循环线路上都会优
先采用这种小型公交。

小型公交风潮席卷全国
公交小型化，在全国范围内是

大势所趋。

当前，受地铁线路不断开通、小
汽车保有量不断增加等多重因素
影响，公交客流不断下降。业内相
关专家表示，在公交整体客流量不
断下降的情况下，采购更多小型公
交车并调整优化公交线路，无疑是
公交系统“降本增效”的重要尝试。

现代快报记者注意到，自2024
年底起，青岛约500辆公交车开始
换新，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7米级
纯电动公交车。2024 年深圳也投
放了 100 辆 5.5 米长的微型巴士。
自2024年 5月起，上海多条线路上
也陆续上线“宝宝巴士”。

和南京一样，这些小型公交都
投放在客流较小的微循环线路上，
成为连接小区、社区、园区与地铁
之间的“毛细血管”。

南京市公共交通乘客委员会秘
书长郎亮表示，小公交载客量小，
更适合投放到一些客流较小或者
道路狭窄的支线或者微循环线路
上运行，一般具有高频、快速的特
征，能够更好地助力居民“最后一
公里”出行。

不过，他也提醒，各地也要注意
防范公交车的过度小型化。比如，
有些地方将小型公交车充实到大
线路的平峰时段。当前，因为客流
下降等因素，一些公交线路发车间
隔变大，这就不排除会有一定的断
面客流量，这时小公交内就会显得
特别拥挤。

“现在交通方式多元化，人们的
选择很多，市民对公交的需求不仅
是便捷高效，也希望能舒适地出
行。”郎亮说。

现代快报讯（记者 徐苏宁）新
的一年，南京老年人将从各类暖政
中收获哪些“民生礼包”？2月14日
下午，南京市民政局召开全市老龄
暨养老服务工作会议，解读交流相
关养老政策文件，总结回顾2024年
亮点工作并全面部署 2025 年工
作。其中明确，2025年接受上门服
务的居家老年人数占比不低于
23%。

无论是就医看病还是出行购
物，越来越多的便民服务都可以在
手机上“一键直达”。为了让越来越
多的老年人也能享受到这样的便
捷，智能技术培训应运而生。现代
快报记者了解到，2025年，南京将
继续开展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培训
5万人次，助力老年人跨越“数字鸿

沟”，智享晚年生活。
在推进“安康关爱行动”提质扩

面方面，南京明确，全市老年人意外
伤害保险承保覆盖率不低于70%。
在深入开展新时代“银龄行动”方
面，将引导老年人以志愿服务形式
积极参加基层治理、文教卫生等活
动，推动创建7个全国示范性老年
友好型社区。

老年人在家就能享受到便捷、
优质的养老服务，是家家户户盼着
的“心上事”，也是各地政府的“上心
事”。南京定下了目标：2025年，接
受上门服务的居家老年人数占比不
低于23%。值得一提的是，在居家
上门服务中，南京将探索以消费券、
虚拟货币等形式，支持老年人自主
选择服务商，确定服务内容。

对于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来
说，去趟医院独立完成就医全过程
真不容易，请来陪诊师担任“临时家
人”就成了不少老人的选择。2025
年，南京将探索开展老年人助医陪
诊服务。

此外，今年全年南京将提升14
个银发助餐点服务质量；优化 20
个乡村互助养老睦邻点服务功能；
打 造 12 家 适 老 生 活 体 验 中 心
（店）。

今年，南京还将全面上线“宁享
养老”综合信息平台。上半年，完成
所有场景研发测试任务，力争实现
机构养老相关场景全市铺开应用，
社区居家场景部分进行试用。下半
年，所有功能正式上线，并在全市范
围内使用。

记者16日从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获悉，两位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于2月15日去
世，其中易兰英享年99岁，陶承义
享年89岁。

易兰英出生于1926年 5月 4
日。日军攻破南京时，易兰英和
姐姐从南京市升州路老坊巷搬到
五条巷的难民区。曾亲眼看到日
本兵将一名穿衬衫、吃早饭的小
伙子用刺刀戳死，易兰英自己被
一日本军官打掉一颗门牙。她还
曾亲眼看到一队日本兵到各户搜
查，将七八十名青壮年男子绑走。

这段经历让年少的易兰英身
心受到极度惊吓，如噩梦一般挥
之不去，也从此落下了心慌、心悸
和耳鸣的病根。她在世时常说，

希望后人永远不要忘记那些被杀
害的无辜百姓。

陶承义出生于1936年5月24
日。日军攻破南京时，他的父亲
陶仕栋在难民区华侨路被日军抓
走遇难，同时被日军抓走并杀害
的还有他的七舅舅江金荣和六表
哥江家志。

“父亲被日军杀害后，家里失
去了顶梁柱，母亲带着孩子靠做
小生意艰难糊口，是战争毁了我
的童年。”陶承义老人生前曾说，
他还经常叮嘱后代：“我们国家好
不容易强盛起来，不能麻痹啊！”

截至目前，南京市侵华日军
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
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
者仅剩28人。 据新华社

易兰英、陶承义去世
在世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28人

现代快报讯（记者 张然）今年
是乙巳蛇年，你害怕蛇吗？南京
市红山森林动物园在对1600多位
网友的调查中发现，有56.8%的人
害怕蛇。2月 16日，园方特别策
划了“恐惧SNAKE 我们一起来面
对”的团体沙龙系列公益活动，希
望通过深入的倾诉对话，分享各
自的经历，探讨面对恐惧的方法，
促进公众可以更和谐地与动物相
处。

“小时候在游乐园，爸爸拉着
我去跟蛇合影，我一直大哭，直到
他放弃。”“我给自己设立的第一
阶段目标是拥抱卡通蛇，我尽量
弱化蛇的形象，把它当成一块块
花布；第二阶段是接受静态的模
型和图片，我尽量去欣赏它的美，
比如比较艳丽的蛇看着还蛮像敖
丙的妹妹；目前我卡在了第三阶
段，对视频里的蛇还是没有脱
敏。”……在活动中，大家回忆起
对蛇恐惧的印象和感受，敢于面
对并与恐惧体验和谐共处就是改
变的第一步。接着通过认知赋
能，园方工作人员与大家分享了

古今中外的蛇文化和蛇的生活习
性以及生态价值，让大家更加全
面客观地了解蛇这一物种，以及
它们对于我们城市居民的安全影
响极小，给大家吃下一颗安全定
心丸。

园方工作人员通过脑科学中
对情绪机制的研究分享，引导大
家一起进行正念减压的练习，让
大家进一步锻炼自我觉察的能
力，通过将自己对蛇恐惧的程度
进行分级，利用暴露认知疗法，由
易到难地一个个去挑战恐惧，不
断提升自己对于蛇恐惧的耐受
力，从而一步步减少对蛇的恐惧。

这样调整并管理自我情绪的
过程，不仅改变人们对于蛇恐惧
的感受，也让大家减少了生活中
的焦虑感，增强生活中的控制感，
引领人们积极主动面对将来的生
活。红山动物园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在活动中，我们看到每个参
与者对蛇的恐惧程度不断降低，
我们也深刻地感受到作为现代动
物园的公益职能，那就是促进公
众更和谐地与动物相处。”

怕蛇？红山动物园帮你克服恐惧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施参莲
记者 杜雪迎）2 月 15 日，由南京
市残疾人联合会指导，南京市盲
人协会、南京市肢残人协会主
办，玄武湖公园管理处协办的

“残健共融，爱在南京”2025顾关
杰杯迎春跑活动在玄武湖公园

举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500 多名选手参与，其中包括南
京市盲人协会及南京市肢残人
协会的残障选手。活动通过体
育赛事的形式，展现了残健共融
的和谐画面，促进残疾人更好地
融入社会生活。

残健共融，玄武湖畔迎春跑

活动现场 通讯员供图

身长7米，150辆“宝宝巴士”上路
主要投放主城六区客流较小、道路狭窄的新辟支微线路、接驳线路

7米长的车身、崭新的蓝色涂装
……最近，不少南京人发现，市区路
面上多了一批新的小型公交车，和
以往的公交相比车身小了不少。不
少人戏称这种小公交为“宝宝巴
士”，调侃其“还没成年就上路打工
了”，也有网友吐槽“太小太拥挤”。

现代快报记者注意到，当前，
公交小型化趋势席卷全国，在深
圳、上海、青岛等地，都有“宝宝巴
士”上岗。业内相关人士认为，此
举是公交系统“降本增效”的重要
举措，但也要注意防范公交的过度
小型化。

实习生 周海洋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李娜 文/摄

不低于23%的老人
今年将享受上门养老服务

“宝宝巴士”上岗 扫码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