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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 交 通 关 系 到 城市 人 民 的 生
活和 工 作，是 涉 及 千 家 万 户 的 事
情。最近，不 断 有 群 众 来 信 反映 西
安市 乘 车 难 的 问 题 。他 们 的 不 满 ，
溢于 言 表 。

面对 群 众 的 批 评 ，有 一 种 解
释，说 入 冬 以 来 ，天 寒 地 冻 ，骑 自
行车 的 少 了 ，乘 车 的 多 了 ，于 是 造
成车 辆 拥 挤 、交 通 紧 张。此 话 乍 听
有理，但 仔 细 一 想 ，不 尽 对 了 。去
年春 花 三 月 之 时 ，古 城 游 人 倍 增 ，
那时 乘 客 虽 多 ，可 车 辆 运 行正 常 。
司乘 人 员 虽 忙 ，却是 文 明 待 客 成
风。何 以 入 冬 以 来，公 共 交 通 竟 是
如此 混 乱 和 拥 挤 呢？而 且 车 辆 甩
站，有 车 不 开 ，调 度 失 灵，车 门 夹
人，此 类 事 情 ，还 在 发 生 ，这 又 作

何解 释 呢？其 中 必 有 奥 妙 。究 其 原 因 ，可 能还 是
主观 多 于 客观，人 为 多 于 天 气 。现 在 有 少 数人 钻
城市 经 济 体 制 改 革 的 空 子 ，搞 歪 门 邪 道 ，搞 新 的 不
正之 风，或 倒 买 倒 卖 ，或 私 自 涨 价，名 堂 很 多 。

这些 做 法 ，只 会 干扰 经 济 体 制 改 革 的 进
行。而 一 个城 市 ，公共 交 通 不 畅 ，群 众 意 见纷纷 ，
这种 状 况如 不 赶快扭 转，它 将 与 新 的 不 正 之 风一
样，对 经 济 体制 改革 起 消 极 作 用 。

西安 电 车 又 甩 站 了
一路和三路电 车 是

横贯西安市 东西的 两 条
大动脉 ，近月 来这两路
电车 空前拥挤 ，而且 随
便甩 站 ，群 众叫 苦 连
天。尤其 在早晨六 时半
至八时左右和下午五时
至七时 ，要搭乘这两路
电车 ，更是难上难 。例
如，去年十 二月 十 四 日
早上七时一刻 ，我在桃
源路 站候乘 三路电 车 东
去，足足等 了 近半个小
时仍未见电 车 的影子 ，
等到 七时五 十 分 钟 左
右，虽 然先后来 了三辆
车，但都撇开站上三十
多名 焦 急的 乘 客 于 不
顾，甩站而过。特别 是
后面两辆电 车 ，车上的
乘客 并不多 ，司 机也只
是假装停靠 之势 ，而快
到站时 ，却突然加速而
去。如此不顾乘 客的疾
苦，真令人气愤！当 天

下午六 时 许 ，笔者又在
北新街 站候三路电 车 西
归，同样 出 现 类 似 问
题。

当前城市经济体 制

改革正 在全面展开 ，西
安市公共交 通 却 出 现 这
样的 现象 。有 关 方 面应
迅速采取 有 效 改 进 措
施。

陕西省人 民政府研
究室　黄 云 龙

调度 的 责 任 何 在
入冬 以 来 ，西安市

“ 乘车 难 ”又 有 所 回
潮，特别 是下雨下雪 以
后，乘车就更难 了 。几
乎每个车 站上 ，候车 的
乘客都人 山 人海 。

一次 ，等 二 路 电
车，等 了十三分钟 ，总
算挤上 了 车 ，由 于 车
辆运行失常 ，各站候车

人多 ，从玉祥 门 到 大差
市，正常行程只需二十
分钟 ，那天竟走 了 四十
五分钟 。下 了 二 路 电
车。我又 在七路 公共 汽
车站等 车 ，不想一等 就
是一个半小时 。开始站
上有数十人 ，停着 一辆
车，但不 知何故 ，一直
不发 ，人 越聚 越多 ，约

有二百 多人 。时 值天下
小雨 ，多 数 人 未 带 雨
具，人们 叫 苦 连 天 ，
八点 多 ，一 下 子开来了
五辆车 ，饥寒劳 累 的 人
们终 于才 上 了 车 。车 子
要么 不来 ，要 来几辆一
齐来 ，如此调度 车辆 ，
居心何在？（何 松 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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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来信
有关 自 学 成 才 奖 励 的 申 报、审 批 问 答
编辑同 志 。

省总工会每年要对
自学 成才 者 以奖励 。我
们有两个 问 题不明 白 ，

请在报纸上公开答 复 。
一、自 学 成 才 奖

励，具体手续如何办 ？
二、因 某种原 因 未

报或漏 报 的 ，能 否 补
报？

白幼 民　李 伟 等
回答 ：

一、关于职工 自 学
成才 申报、窜批程序 。

陕西省总工会奖励
职工 自 学 成才试行办法
第五条规定：“凡符 合
申报评奖 条件者 ，由 本
人填写 《职工 自 学成才
情况表 》，交所在基层
工会。中央和省属企业
由基层 工会会 同有 关部
门审定后上报 ，再 由 产
业（局 ）工会会 同有 关
部门 审核 ；地、市属 企
业由 基层 工会会 同有关
部门 审定后上报 ，县 （含
县级 市 和 区 ，下 同 ）

属企业 由 基层工会报县
工会，由 县工会会 同有
关部 门 审定后上报 ，再
由地、市工会会 同有关
部门 审 核 ；最 后 地、
市、产业 （局 ）工会统
一报省总工会 自 学成才
评选 委员 会审 批 。

二、关于 因 某种原
因未报或漏报的 能否 补
报的 问 题 。

陕西省 总 工 会 奖
励职工 自 学 成 才 试 行
办法第七条规定：“本
办法 自公布 之 日 起 在
工矿企业 中 试行 ，每年
进行 一次。”鉴 于今年
的评审 、奖励工 作 已经
结束 ，未报或漏报的 不
再办理补报手续 ，可在
明年规 定 的 时 间 内 ，按
照上述 申 报程 序办理 。

陕西省总 工会宣
教部　韩 景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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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同 志 ：
近日 我去钟楼

邮电大楼 ，看见新
华书 店东面 ，有几
个青年高声 叫卖
兜售宣 扬 封 建 迷
信的 “古 周 公 解
梦”、“请看麻衣
相”等 印刷品 ，而
且索价很高 。

在大力建设社
会主义精神 文 明 的

今天 ，在古城 的 中 心 闹
市区 ，竟然 出现此种 公
开出 卖 封建迷信印刷品
的事 ，真是生财无道 ，
危害 非浅 。呼吁有 关部
门立 即 予 以 没收 ！

读者　王 广 渊

人走 茶 不 凉

编辑 同 志 ：
我是最近从西安调往外省的一个 土 建 工 程

师。即将离别 古城 之际 ，向 我原单位 （西安啤酒
厂）的 职工 ，深致谢意 。

中国 有句 俗语 “人一走 ，茶就 凉 ”。然而 ，
当我临走的时候 ，厂领导多 次 来我家访 问 ，询 问
困难。当 得 知我女儿的 单位开不 出 工资 ，厂 党委
即出面 ，将她调入厂小卖部 。由 于我大部 分 家属
尚留西安 ，住房仍然 困难 ，厂 分房委 员会按规定
又分给 我 家属 一套新房 。厂里 还 为 我开 了 座 谈
会。走 的这一天 ，厂长特地赶往车 站送行。他 祝
我为 家 乡 多 做 贡献 。并说：回去 如有 什 么 不 习
惯，我们欢迎你再 回 来 。
　这不只是对我一个人 的 关心 ，这 是他们坚决
落实 党 的 知 识分子政策的表现。我 一定不 辜负厂
领导的 期 望 ，回 家 乡 好 好干 四 化 。

原啤酒厂 工程 师　倪 宝 春

效果 如此 动机如何
——寄“手扶”设计 师　王尊农

职工陆续进楼房

领导仍住旧窑洞
澄合二矿 党政 领 导

干部带 头 端 正 党 风 ，
分房 优先考虑群众 ，受
到职工的 赞扬 。

近几年来 ，这个矿
先后建起了 四 幢家属楼
和三幢单 身 职 工 宿 舍
楼。但是 每 次 分房 ，矿
党委严格按照 分房规定
办事 。分房 由 职工代表
大会 研究决定 ，职能 部
门执行 。党政领导坚持
做到 “三 不”（不 插
手、不 点 头、不 批 条
子）“五优 先”（一线
职工优 先 ，知识分 子 、

工程技术人员优 先 ，
退、离 休 老 干 部 优
先，独生 子 女 户 优
先，家庭有 困难 的老
工人优 先 ），不搞 特殊
化。现在 ，这个矿 的 四个
采煤 队 ，六个掘 进队和
部分 辅 助 单位 的 职工都
已陆续搬上 了 新楼 。但
是，矿 党政领导仍 在五
十年代 的 旧 窑 洞 里 办
公。矿 党委书 记 ，矿长
还住在办公室里 ，广大
职工赞扬他们是端正党
风的 带头人 。

（ 索 德 荣 ）

蒲白 矿 建 安 处 连 续 四 年 办营 养 食 堂建安 处
为了 增 强老 职工和 先进生产 者 的 体质 ，蒲 白

矿务局 建安处工会从一九八一年起，开办职工营
养食堂 。营 养食堂 伙食标准 四十 元 ，其 中 三 十
元由 单位从福 利 费 中 支、付。食 堂实 行 单 独 起
伙、单 独核算 、适应各方 口 味 ，就餐营 养期满 者 ，

一般体 重
都有 明 显
增加。目
前已办二
十二期 ，
就餐 者 四
百五十一
人次 ，占
职工人数
的百分之
五十八。

蒋建 辉刊头设计　刘 广 琪

炊事 员 的 光 荣
记关 中 工 具厂 客灶厨师王 文 德

今年十一月 ，美 国
洛杉 矶三个公 司 的 代表
来关 中 工具厂 洽谈 技术
设备 引 进 项 目 。宴 会
上，那造 型美 观 、色香
味俱佳的 饭菜，引起 了
外商 的 极大兴趣 。他们
对餐 桌 上 的 “孔 雀 开
屏”、“丹 凤朝 阳 ”等 十
几道菜 一 一 拍 照 ，连
声称赞说：“这 是上等 的
工艺品！”客 人 们 还 提
出要 见见 这 位 厨 师 。
于是 ，一位朴实 、憨厚 、
年纪约 三十 三 岁 的 同
志，来 到 了外宾面前 。
他，就是 关中 工具 厂客
灶三级厨师王文德 。

切磋 技 艺 十 三 载
王文德从小生长在

盛产名 贵 小吃的 凤翔 。
他刚 满二十 岁，就被招
到省第一招待所 当 炊事
员，又先后在省止 园招
待所、西安人 民大厦等
单位。十几年来，他一

直从事炊事工作，苦钻
业务技术 。不论是探亲
访友 ，还 是 出 差、学
习，他每 到 一处，总要
到饭 店、书店转转，看
到一种 自 己 不 掌 握 的 饭
菜花样，他都要细心 琢
磨，虚心 求教，直至 学
到手为 止 。

为了不 断提高 业 务
技术，翻 新饭菜 花样 ，
王文德 还 制定 了 学 习 计
划，自 费 订 阅 了 《中 国
烹饪 》、《食品 科技 》
等杂 志，每 天晚上坚持
学习 。十 几年来，他先
后创 新 设计 了茄汁鱼 、
珍珠鸡、金 钱海参等 各
类色、型、味俱佳的 名
贵菜馔 ，受到 职工和来
宾们 的 赞赏 。

不辞 辛 苦 多 做 贡 献
王文德对工作有一

种火辣辣 的热情 ，仿佛
有使不完的劲。他 习 惯
紧张的工作 ，一进灶房

就如 同 上 了 战场 ，脏活 、
累活主 动抢 着 干 。雄厚
的技术 功 底 ，使 得 锅
铲瓢勺在他 手 里 变 得
驯服、神 奇 ，运 用 自
如。他常 年 工作 在三十
多平方米 的操 作 间 ，烟
熏火 烤 ，可他 以 苦 为
乐。特别 是 炎 热 的 夏
天，当 人们需 要乘 凉 的
时候 ，而 他却 干得 浑身
淌汗 ，湿透 衣衫 。进厂
四年 多来 ，他只休 了 一
天病假 ，事假没请过 一
天。遇 到 特殊任 务 ，他
常夜 以 继 日 地 连 轴 转 ，
一天 工作 多 达十六个小
时。事后 ，他 既未要求
补假 ，也未计较报酬。

他爱 自 己 的 祖

国和 事 业

娴热 的技 艺 ，使王
文德 在 外界 的声 誉越来
越多 。然 而 ，他 在 成
绩、荣 誉 面前不骄不躁 ，
无论是 外单 位 许 以 什
么优厚的 条件和 待遇 ，
诸如高 薪 聘请、解决家
属户 口　工作 等 问 题 ，
他都婉 言 谢绝 ，不为所
动。

有一次 ，一位美 国
客人吃 了 他 做 的饭菜 后
说：“来 到 中 国 已二十
多天 ，这 是 第 一次 吃 到
这样好 的菜。”客人还
提出 愿 意 出 高 薪 聘请 他
到洛杉 矶 去 。王 文德 却
回答 说：“我热爱 自 己

的祖 国 和 事业 ，欢迎您
经常 到 我们 国 家 来 做
客。”他 ，就是这样热
爱自 己 的 工作 ，忠于 职
守，以 高 尚 的 思 想境界
和高 超 的技艺 ，为 国 家
争了 光 ，赢 得 了荣 誉 。

（ 刘 红 东 ）

山区 办起 了 饲 养 场 国营 宝光电 工厂 ，
在厂 内 办起 了奶牛、蛋

鸡饲养场 ，使职工吃上 了 新鲜的牛奶 和鸡蛋 。
这个厂地处秦岭 山 区 ，过去 ，吃牛奶要到 四十

里外购买 。一九八一年，厂 里买 回 了八头奶牛和
一千五百只 良种鸡 ，办起了 饲养场。近 四年来 ，
共向 职工供应鲜奶十七万多斤 ，鸡蛋十万多斤 ，
解决了职工吃奶 ，吃蛋难的 问题。（永生　忠如 ）

省医 疗 仪 器 厂 为 了 解 除 职 工 的 后 顾 之 忧 ，最
近办 起 了 小 学 生 食 堂 。每 到 放学 时 间 ，他 们 派 人
把孩 子接 回 来 ，每 吃 一 份 热 气 腾 腾 ，物 美 价廉
的饭 菜 ，学 生 和 家 长 都 很 满 意 。林积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