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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颁布了“地铁禁令”的城市
现在怎么样了？
●北京：地铁外放音乐和征信挂钩
●南京：地铁口早餐档都没生意了

今年 8 月因为罚了一个在地铁上喝奶茶的外地
追星女孩上了热搜的南京地铁在 2014 年 7 月实施“禁
食令”后，执法开罚动了真格。“禁食令”颁发一个月之
后，《现代快报》进行回访，发现上班族在地铁里吃早
餐的习惯发生了改变， 买了早餐也只敢出了地铁再
吃。 地铁进站口早餐摊位的生意也大受影响。 但在南
京某大学毕业的小何告诉记者， 自己在南京上学 4
年，比较少见到在地铁里进食的人。

武汉则是国内第一个以地方法规明令地铁禁食
的城市，自 2012 年 12 月开始实施，对在轨道交通线路
上的进食、吐痰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处罚，最高罚款达
200 元。但是去年《武汉晨报》在调查中发现，仍然有乘
客不知道禁令，上班高峰时在车厢内吃早餐。 自条例
实施以来，执法人员多以劝阻为主、处罚为辅，大部分
乘客都较为配合，及时停止不文明行为。

武汉地铁方面表示，2017 年 4 月， 根据市民建议
对列车广播进行了精简优化，为乘客提供清晰的乘车
信息，同时为了强调地铁禁食的必要性，在列车车门
上方设置“禁止饮食”标识。

此外，大连、郑州、深圳等地，都对地铁内进食处
以不同金额的罚款。

而“禁声令”方面，北京、兰州此前已出台了相关
规定，其中北京规定地铁内大声外放音乐将纳入征信
记录。

违规者多未意识到侵犯他人权益
主动提醒或帮助大家自律

从 2018 年起，市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
园策划总工蒋厚泉开始担任广州地铁服务督导员，搭
乘地铁时观察地铁环境、服务问题成为他的习惯。 在
他看来，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的服务环境是城市的
另一张“名片”。

“我感觉这已经是一种‘城市病’了。 ”蒋厚泉告诉
记者，他认为地铁上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吃东西
的现象并不少见，但更多的出现在非高峰期。“高峰期
人挤人，可能就不太好意思这么做。 ”

据他观察，年轻人虽然多戴着耳机，但也有人喜
欢外放音乐，中年人更多喜欢看小视频，老年人则是
打电话时将声音外扩，上演大声对话。

肆无忌惮地吃东西、外放追剧、大声打电话、甚至
横躺睡觉……面对这些行为，有人不解：这些人是怎
么做到搭个地铁像在自己家那样毫无顾忌？

在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夏学民看来，这
些行为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未必是恶意的，但却没
考虑到对周边环境和他人的影响，即没意识到自己行
为的负面社会效应。

华南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系副教授迟毓凯亦认
为，有部分人是由于受到的公共规范教育不多，缺乏
边界意识，在无意识中做了这些行为，也不觉得侵犯
了别人的利益，“比如， 我们都知道要扶老人过马路，
但对密闭空间不能大吵大叫、不能吃有味道的东西等
的宣传就比较少。 ”

广州网友小仙说，其实这些禁食禁外放的地铁规
定，世界上不少国家与地区的城市都是共通的，她去
台北旅游的时候，曾经带着奶茶上地铁，准备喝的时
候被一名老奶奶温和地用手势制止，“这才知道这样
做是不合适的，我觉得新规发布后，再在地铁上遇到
类似的人，我们应该多发声提醒他们。 ”

乘坐地铁“禁食”“禁外放” 市民多赞同 广州如何落地？

《办法》鼓励交通换乘减少安检环节
此前市两会已有委员提出类似建议

《办法》除了提到电子设备外放声音、进食、“占座”等
这些令人“心堵”的行为要禁止外，还提出了不少治“身堵”
的规定，其中就包括“火车站、长途客运站、机场等相衔接
的车站，提供的安检场地应为安检互认提供便利，以减少
重复安检”。

在今年广州市两会上，广州市政协委员刘根生提出铁
路与地铁换乘实行安检互认， 提升交通枢纽效率的建议。
在他看来，市民出行进入全市地铁站时要接受规范的地铁
安检，出站后进入广州站、东站或南站，又需要经过实名验
证、安检过机、候车等程序，每个程序都需要排队，多次转
换不同区域、不同楼层，耗费大量时间，大大抵消了高铁和
动车的交通便捷度。

对此，他建议，在地铁与铁路连接口设立换乘分流通
道，通过专门通道免安检换乘，非双向换乘通道进入枢纽
的乘客（如乘坐私家车、出租、公交等进站）执行正常安检
程序。

市交通局回应：
“免二次安检”条件尚不成熟

对于刘根生的建议，广州市交通运输局答复称，受制
于现有设计改造困难、 铁路和地铁安检标准未统一等情
况，对现有交通换乘枢纽直接实施换乘“免二次安检”工作
的条件尚不成熟。

市交通局进一步解释，安检标准方面，在实际操作中，
广铁集团、广州地铁对涉及生活用品等的“限制携带物品
目录”并不一致。 而关于广州南站地铁免检进入高铁候车
的建议， 由于广州南站一层到达大厅的快速疏散设计特
点，在保障大客流安全疏散、方便进出的前提下暂不具备
分区或分通道管理的条件。

刘根生认为，此次交通运输部《办法》出台，是从顶层
设计上支持“安检互认”，若要实现安检标准“合一”，这涉
及到交通枢纽的改造，因此未来在广州火车站、广州北站
等站点的改造建设中，要提前考虑到换乘免安检的问题。

对此，市交通运输局在答复函中也表示，下一步将立
足于广州“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的定位，推动各相关部门将
“铁路、地铁换乘免安检”的服务理念融入到广州各类综合
交通枢纽的规划设计、建设改造过程中，并配合广铁集团
在广州南站今后的布局改造中，因地制宜、逐步改造铁路
与地铁间的换乘免安检硬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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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他山之石

■10 月 29 日，广州地铁一号线车厢内饮食的乘客。

■10 月 29 日，广州地铁一号线车厢内饮食的乘客。

■10 月 30 日，广州地铁三号线上，有乘客外放着手机声音在
看视频。

■10月 30日，记者走访广州地铁三号线，乘客们有序地接受安检。

■10 月 29 日，广州地铁一号线，不少乘客都选择戴着耳机，
但亦有乘客外放音乐、大声聊天等。

■10 月 29 日，广州地铁一号线上，候车的乘客戴着耳机使用
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