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姨，我俩坐地铁去看大辫子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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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 娜：阿姨，我听妈妈说，你以前是开无
轨电车的？

朱红兵：是的。我20岁就到电车公司了，开
了十多年的15路无轨电车。如果不是沈阳市政
府决定实行“电改汽”，由公共汽车取代无轨电
车，我估计自己一直能开到退休。

丹 娜：我跟妈妈在英国坐过无轨电车，也
坐过有轨电车。妈妈说，电车比汽车更加环
保。为什么沈阳要取消无轨电车呢？

朱红兵：电车比汽车环保这是人所共知的，
1999 年取消无轨电车，主要是考虑无轨电车机
动性较差，容易因线网脱落及电网故障等原因
造成交通拥堵。你妈妈小时候一定见过“大辫
子”掉下来。其实，关于“大辫子”总掉的问题后
来得到一定解决，据说现在使用无轨电车的城
市中，“大辫子”几乎掉不下来了。我记得宣布

“电改汽”时，领导给我们司机通报说，全市无轨

电车线网老化严重，全面改造投入要好几亿。
另外，无轨电力运营效率低，平均时速比公共汽
车慢一些。总之，让无轨电车退役是历史发展
的必然选择。

丹 娜：不开无轨电车后，您干什么去了？
朱红兵：经过重新培训后，继续跑 15 路的

线，但变成242路公交车了。由电车司机变成公
交车司机。

丹 娜：开惯无轨电车后，刚开始开公交车
适应吗？

朱红兵：刚开始真不适应！那时候的无轨
电车全是自动挡，开起来特别省劲儿。说白了，
无轨电车跟你们在游乐场开的玩具车很相似。
等换成公交车后，自动挡变为手动挡，适应了好
长一段时间。

丹 娜：我听妈妈说，她小时候上学都要坐
无轨电车，那时候的车厢里把人挤得像沙丁鱼

罐头似的，真是那样吗？
朱红兵：确实如此！上世纪80年代，人们出

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只有自行车和公交车，而公
交车又以无轨电车为主。碰到早晚高峰时，我
最担心“大辫子”掉了，或者电网断电。一出问
题，全车乘客就大喊大叫，指责我开车手法不
行。说实话，我比谁都着急，这一车人的生命都
攥在我的方向盘上。反正乘客你怎么说我都
行，我就时刻控制好方向盘。

丹 娜：原来，开公交车那么不容易。
朱红兵：现在想起来，真不知道那时候是怎

么熬过来的。
丹 娜：阿姨，以前的那些无轨电车去哪儿

了？我还能看见吗？
朱红兵：当时这些车有的去了哈尔滨，有的

去了郑州。反正，在沈阳你是无法找到无轨电
车的任何痕迹了。

1999年6月30日晚，15路无轨电车司机朱红兵将车送到车库。次日，她由无轨电车司机变成242路公交车司机。1999年7月1
日起，沈阳的12条无轨电车全部实行“电改汽”。从此以后，沈阳再无“大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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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 娜
2010年出生，辽宁省实验学校学生，经常往返于沈

阳和伦敦。

朱红兵
原15路无轨电车司机，她从无轨电车司机变成公交车司机，现在

也是地铁乘客。

朱红兵：丹娜，你不是坐过英国的有轨电
车、无轨电车吗，伦敦的地铁是不是也坐过？
感觉跟沈阳的地铁有啥区别？

丹 娜：有轨电车、无轨电车和地铁，我都
是小时候坐过，没有太多的印象，总体感觉沈
阳的有轨电车和地铁，人太多了，但车辆更新
一些，速度没有英国的快。

朱红兵：伦敦人口不比沈阳多呀？怎么沈
阳地铁比伦敦更挤呢？

丹 娜：我天天早上坐地铁二号线从三台
子站上车，要到中医药大学站下车。有时候，
我在三台子站根本就挤不上去。

朱红兵：沈阳地铁车隔有点长，要能缩短
到三分钟左右，估计就不能那么挤了。

丹 娜：听我妈说，伦敦地铁也很挤。她
带我坐地铁时，是特地避开了早晚高峰。

朱红兵：丹娜，英国公共交通非常发达，在
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伦敦 8分钟”的表演中，
英国人就把一辆双层公交车开了进来。能不
能给我讲一讲你眼中的伦敦公交车啊？

丹 娜：我知道伦敦地铁是世界上第一条
地铁，我听姥爷说，他跟我姥姥第一次去伦敦
时，在地铁里迷路了，因为地铁线路太多了。
公交车嘛，我记得每个车站都有电子屏，电子
屏上显示下一辆车的预计到达时间。再有，英
国很多人在公交车里爱看书和报纸。沈阳公
交车里，我看大家都在看手机，也没有人看书
呀！

朱红兵：哈哈，关键是咱们沈阳无论地铁
还是公交车，人永远都多。

丹 娜：阿姨，为什么咱们的公交车站不
能提醒下辆车的到站时间呢？

朱红兵：我也是普通乘客，尤其是冬天时，
谁愿意长时间挨冻等车啊。至于你说伦敦公
交车站里的电子显示屏为啥沈阳没有，这个我
也不太清楚。但现在有手机软件，也可以查到
公交车预计到达时间了。

丹 娜：沈阳冬天好冷，在外边等车真遭
罪，以前你开车的时候，也没有手机软件，咋判
断啥时候能来车？

朱红兵：我开无轨电车时，乘客在车站等
车时抬头望天，天空被电网分割成很多块，什
么时候电网晃动起来就说明无轨电车要来
了。那时候无轨电车也好，公共汽车也好，一
到冬天车窗冻成一块不透明的“白玻璃”，坐过
站的大有人在。现在好了，很多公交车里有空
调，冬暖夏凉，开车的、坐车的都不那么遭罪
了。

丹娜全家经常往返于沈阳与伦敦之间。在她五岁那年，当她走出桃仙机场时，被一辆外表光鲜的有轨电车吸引了，丹娜央求妈妈
陪她坐一次有轨电车。坐到终点站时，丹娜妈妈一想，反正自己家离地铁站近，今天让女儿再体验一下沈阳地铁吧。

丹 娜：阿姨，我听姥姥说，在她小时候，还
坐过有轨电车呢。

朱红兵：在无轨电车以前，沈阳确实有很多
条有轨电车线路，后来都被拆除了。在大连，目
前还保留着有轨电车。

丹 娜：我有一次从机场出来，跟我妈坐过
新有轨电车，觉得挺好玩的。妈妈说，这条线路
是 2013年才开通的。那么，无轨电车能不能像
有轨电车那样，重新回到我们身边呢？

朱红兵：我对无轨电车是有情结的，当然希
望能恢复无轨电车了，现在看可能性很小。从
世界公共交通发展潮流看，公共交通电力化是
一大趋势。你看，沈阳的公交车也开始采用新
能源和清洁能源公交车了，大连已经上线不少
辆纯电动公交车了。

丹 娜：纯电动公交车，是不是跟我们小孩

玩的小汽车原理差不多呀！
朱红兵：对，大同小异。但纯电动车对电池

要求特别高。现在国外专家都在强调，在电池技
术没有取得革命性的突破之前，无轨电车和混合
动力电车是节能减排的最有效公共交通工具。

丹 娜：阿姨，影响无轨电车重新回归的最
大阻碍是什么？

朱红兵：我认为，最大阻碍是无轨电车运行
轨迹受架空线网制约，一方面可能影响城市美
观，一方面城市道路越来越拥堵，无轨电车机动
性较差，一旦出现故障时，容易造成大面积堵车。

不过，我听很多去过欧洲旅游的朋友说，在
欧洲很多国家里，无轨电车和有轨电车一直保
持着正常运营，甚至还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更有意思的是，一些被拆除的无轨电车线路又
重新恢复运营，并以崭新的面貌呈现。

丹 娜：在您看来，无轨电车还是有着强大
的生命力的？

朱红兵：当然了，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会
解决很多无轨电车的问题，并让其作用进一步
放大。我前段时间看过一篇文章，主要是说中
国城市的无轨电车大多是落后的车型和技术系
统，与欧洲国家相比落后很多，中国城市应该采
用现代无轨电车技术，把传统的无轨电车系统
升级换代为先进公共交通系统的组成部分。

丹 娜：阿姨，如果无轨电车有回归那一
天，车型和技术系统都是世界一流的，你还会去
当司机吗？

朱红兵：想开，但不可能了，我肯定经常坐，
感受一下无轨电车。现在只要到外地旅游，这
个城市不管是无轨电车，还是有轨电车，我都会
体验一下，寻找一下自己年轻时的影子。

2013年8月15日上午，一辆蓝色有轨电车由沈阳桃仙机场缓缓驶出，沈阳浑南有轨电车正式投入运营。随着国际上有轨
电车的复兴，曾被全面拆除的有轨电车，在我国也进入一个复兴阶段。沈阳有轨电车成为这一“复兴运动”的先行者之一。

有座位的售票员
公交车被喻为城市的血管，它的发展与变化，

恰恰与一座城市的活力息息相关。通过改革开放
40年来沈阳公交的蝶变，我们可以轻松窥见沈阳
的发展与进步。

改革开放前 20 年，沈阳公交的发展比较缓
慢，公交线路不过100条，人们的乘车体验就一个
字“挤”：上车得挤，下车得挤。彼时，公交车内还
有专职的售票员，不少人十分羡慕售票员，因为她
有一个固定座位。当时的公交车只有环路等个别
线路有空调，所以夏天挤公交一身汗，冬天等车时
又被冻得手脚发麻。

转眼到了新世纪，沈阳公交车开始面貌一
新。除了所有无轨电车更换为公交车外，交通部
门每年都在新开大量公交线路和增加公交车辆。
据统计，新世纪头几年，沈阳每年新增公交车数量
都在 500台以上。到 2008年前后，沈阳公交车总
数约 5000 台，线路约 170 条。另外，沈阳在 2004
年起，全面启动了公交刷卡乘车，“满天飞”月票就
此消失。

在公交车快速发展的同时，被沈阳人盼望许
多年的地铁终于来了。沈阳地铁一、二号线分别
于 2005 年 11 月和 2006 年 11 月开工建设。2013
年，沈阳地铁九、十号线开工建设。2013年 8月，
沈阳又进入了有轨电车时代。这让沈阳人的出行
更加方便、快捷。

随着沈阳私家车越来越多，道路拥堵现象严
重，沈阳市政府提出建设国家“公交都市”示范城
市，城市公交车(含地铁)拥有率达到23标台/万人
以上。轨道交通形成“一横两纵两L”的地铁骨干
网络。到 2020 年，新能源、清洁能源公共交通车
辆比率达到100%，彻底淘汰柴油燃料公交车。

从2015年年底开始，新能源空调公交车大量
出现，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公交车环保节能，据说百
公里能减少三成碳排放。近期，沈阳市有关部门又
发布了公交车充电站建设工程招标公告，很快将有
一批纯电动公交车行驶在沈阳的主要道路上。

朱红兵（右）邀请丹娜跟她一起坐地铁。

对话时间 2018年11月11日 对话地点 沈阳地铁二号线中医药大学站

2月28日，沈阳市委、市政府做出了沈阳
市东陵区、浑南区、航高基地“三区”合署办公
的重大战略决策，揭开了“建设大浑南、迎接
全运会”的序幕。“三区”合署办公后，进一步
整合了区域资源，确立了“六加一”的七个经
济板块，即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区、航高基地、
沈抚新城、沈阳出口加工区、沈阳新加坡工业
园、三好街和浑南新城，板块间相对独立，形
成了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齐头并进的良好发
展态势。

3 月 17 日，沈阳至丹东客运专线建设动
员大会在沈阳市浑南区白塔小羊安建设工地
举行，标志着该铁路正式开工建设。

4月6日，国家发改委批准设立沈阳经济
区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赋予沈阳经济区为全国老工业基地探索新型
工业化发展模式的重任。

10月10日，备受关注的第十二届全运会
沈阳全运村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沈阳全运村
总建筑规模124万平方米，分为运动员村、媒
体村、技术官员村和相关配套工程。预计接
待、保障规模将达到2.5万人。

12 月 28 日，哈大高速铁路全线胜利铺
通，线下工程和站前工程全部结束，全线投
资已完成计划的 80%。哈大客运专线（哈大
高铁）是我国中长期铁路规划中“四纵四横”
高速铁路网的“一纵”，是京哈高铁的重要组
成部分，通车后将成为世界上第一条投入运
营的穿越高寒地区的高速铁路。

丹娜是混血儿。

2010年9月27日，东北地区第一条地铁——沈阳地
铁一号线正式载客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