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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陈正明） 在重阳

节即将到来之际，10 月 7 日，2024 年株洲市“我们的

节日·重阳”——“孝在新时代，情暖金秋韵”主题文

化活动在石峰区秋瑾故居前坪广场启动，100 多名老

人齐聚一堂、同庆佳节。

该活动由市文明办主办，石峰区委宣传部、石峰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承办，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

全社会倡导尊老爱老、孝老敬老的社会主义新风尚。

活动现场，设置义诊义剪、摄影角、互动游戏、志愿服

务等区域，并举行文艺表演及移风易俗优秀家庭和个人

代表、微心愿志愿服务代表颁奖，为老人们送上爱心、孝心

和欢乐。当天，老人们还参观了秋瑾故居、游览了九郎山。

据介绍，9 月 18 日以来，我市陆续开展了秋韵心

愿——微梦心愿齐收集、秋爱满城——社会爱心上

门送、秋色漫游——贡献长者爱心游、秋映峥嵘——

红色电影一同看、秋暖敬老——一对一结对帮扶、秋

忆岁月——怀旧角拍照等系列活动，营造了尊老、敬

老、爱老、助老的浓厚氛围。

120幅钢笔画致敬老兵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温琳） 国庆期间，

荷塘区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宣传活动，活动中，退

役军人匡仙鹏展出自己的 120幅钢笔画作品，致敬抗美

援朝老兵。此次钢笔画展出地点是在荷塘区图书馆。

在此次展出的作品中，匡仙鹏运用多种创作手

法，多角度展现了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不怕牺

牲、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

之不易，这些都是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希

望这次画展，表达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敬意。”匡仙

鹏说。

太火爆了！株洲国庆假期文旅活动精彩纷呈

接待游客264.58万人次
省外游客占三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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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节日·重阳”主题活动启动 百余老人参观秋瑾故居

株洲方特旅游区人潮涌动，游客观看无人机表演。 通讯员供图

匡仙鹏向游客介绍自己的作品。 记者/温琳 摄

PART 1
顽童车厢内“探险”，家长购票有讲究

每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可免费携带一名未

满 6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旅途中，

一些顽皮的幼童成了车厢内的“探险家”，他们的活

泼好动，给周围旅客带来了不小的困扰。“未满 6

岁，该不该买个座儿？”成了家长们热议的话题。

“我旁边的小孩儿一直在踢我的座位，我都快

疯了！”张女士从株洲出发前往郑州，本想在高铁

上补个觉，却被邻座的 5 岁男孩搅得心烦意乱。

孩子一会儿要妈妈抱，一会儿要爸爸抱，哭闹着要

下车，张女士的裤子上也蹭上了小孩的鞋印儿。

“出门在外，大人、孩子都舒服最重要。”刘女士无

奈地说，“其实给孩子买个座儿，也能从小培养其

独立性。”

在另一趟列车上，株洲妹子玲玲带着 3 岁的

儿子出发前往上海。她没有给孩子买票，但提前

准备了一些小玩具和零食，以分散孩子的注意

力。“我儿子比较听话，我给他准备了一些他喜欢

的玩具，他一路上都在玩，没有打扰到别人。”玲玲

说，“我觉得关键是要提前做好准备，让孩子有事

情做，就不会到处乱跑。”

支招 “双人连座”更省心
市民赵先生则有自己的高招。他和妻子带着

5 岁半的女儿坐高铁出游，选择了二等座“双人连

座”位置，只买两张成人票。“我们选择孩子午睡时

间坐车，孩子上车后困意来了，就把两个座椅中间

的扶手抬起，女儿躺在我们腿上睡一觉，省去很多

麻烦，也省了儿童票钱。”赵先生说。

PART 2
卧铺车厢的“私人空间”之争

在长途列车的卧铺车厢中，中铺和上铺的旅

客坐在下铺铺尾休息，这是一幅司空见惯的画

面。今年国庆黄金周的旅途中，有乘客注意到，有

的下铺乘客为了保持隐私，会在自己的铺位周围

挂上自带的帘子，婉拒其他铺位的乘客来此“借

坐”。

“我多花钱买的下铺，为什么要让其他人坐？”

20 岁出头的女生小贾在国庆期间乘坐长途列车

时，为了拥有一个私密空间，自带帘子将自己的下

铺围了起来。她认为，自己购买的下铺应该享有

更多的私人空间，尤其是对于女孩子来说，换衣服

时更加方便。这一行为也引发了部分旅客的不

满，他们认为在白天不休息时，下铺空间应该“共

享”，而不是成为个别人的“私人领地”。

今年市民刘先生和他的家人一起出行，购买

了下铺并允许他人坐。他认为，虽然下铺是他们

购买的，但在不影响自己休息的前提下，与人方便

是一种美德。“毕竟大家都是出门在外，能帮就帮

一把。”

市民侯女士分享了她的经验：“我以前坐卧铺

时，经过对方允许，都是坐在下铺床尾，不要把人

家床铺弄脏，这是最基本的礼节。”

解答 卖给谁，谁使用
记者就此问题咨询了 12306 客服人员，客服

解 释 说 ，铺 位 卖 给 谁 ，它 的 使 用 者 就 是 那 名 旅

客，如果要“借坐”，需要跟铺位的使用者协商。

对于卧铺下铺的使用问题，有旅客建议，铁路部

门可以设置一些公共座位，以供不睡觉的旅客

休息和交流。也有人提出，可以在购票时明确

说明下铺的使用规则，让旅客在购票时就能了

解到相关规定。

PART 3
高铁上的“热食”争议

随着高铁成为越来越多人出行的首选，高铁

上的餐饮问题也引起了旅客们的关注。自热食品

因其方便快捷而备受欢迎，也因其可能带来的安全

隐患而饱受争议。“只要按照操作规范走，一般不会

有什么危险吧？”杨先生就在高铁上吃过自热米饭，

他认为在长途出行中吃自热食品既方便又可口。

杨先生坦言，自热米饭还好，但自热火锅味道

有点儿大，而且热汤不安全，特别是有的人不太会

操作，加热的时候水溢出来就会很危险。

市民曾女士称，她经历过火车上有人因为不

熟悉自热食品的加热方法，导致加热过程中产生

了大量烟雾，引起了旅客的恐慌的事件。“还好列

车工作人员及时赶到。”曾女士说，以后她看到别

的乘客制作自热米饭时，总担心操作不当可能会

对周围乘客造成影响。

记者发现，此前有报道显示，有乘客在车厢内

食用自热火锅，产生大量烟气，触发烟雾报警器，

导致高铁减速。

解惑 部分材料属易燃危险品范围
在高铁的限制携带物品目录清单中，虽然没

有明确提及“自热火锅”这一具体产品，但有一条

关于易燃易爆危险品，禁止携带的规定。而有些

自热火锅的热源材料属于易燃危险品范围。例如

镁铝粉这种遇湿自燃的热原材料，按照规定是禁

止携带的。

记者咨询了铁路部门，12306客服人员明确表

示，建议乘客尽可能不要携带自热锅上车，“即使加热

原料不是易燃易爆的自热火锅，也是不建议携带的。”

市民赵先生建议，铁路部门可以在列车上提

供一些性价比高的餐饮服务，满足旅客的饮食需

求，减少自热食品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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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客流创新高

旅途上的“小麻烦”你遇到了吗？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文/图

国庆黄金周落幕，今年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

创历史新高，突破 2144万人次。在这个出行季，株

洲市民们在享受铁路带来的便捷同时，也遭遇了

一系列车厢内的“小插曲”。从活泼好动的幼童吵

闹，到卧铺下铺的共享问题，再到自热食品的安全

争议，这些都直接影响着旅客的出行心情。

今天，我们就来细说这些车厢里的小事，探

讨如何优化这些小细节，让每一次出行都能成为

愉悦的回忆。

●记者手记

车厢内的文明细节，关系到每个旅客的出行体

验。通过提高个人的文明意识，加强铁路部门的管

理，我们可以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安静的旅途环

境。每个人都是车厢文明的参与者，我们的每一个

小行动，都能让旅途变得更加美好。

●声音

期待“车厢里的文明”

记者采访发现，许多旅客对于车厢内的文明行

为有着自己的期待。

“如果每个人都能小声一些，或者使用耳机，就

能减少很多噪音。”旅客周先生建议，铁路部门可以

在车厢内提供更多的提示，也可以提供一些耳机供

旅客借用。

市民李女士建议，铁路部门可以在车厢内设置

一些儿童活动角，提供一些图书和玩具，让孩子们

有地方玩耍，同时也能减少对其他旅客的干扰。

“我最怕在车厢里闻到烟味。”王先生对车厢内

的吸烟行为深恶痛绝。尽管火车上严禁吸烟，但仍

有少数旅客偷偷在车厢连接处吸烟。“这种行为不

仅有害健康，还可能触发烟雾报警器，影响列车运

行。”

“我知道孩子们可能会吵闹，所以我尽量让他

们有事情做。”年轻的妈妈张倩说，她带着两个孩子

出行时，会准备了一些画册和玩具，让孩子们在旅

途中保持安静。

火车上的不文明行为火车上的不文明行为。。

网友讨论网友讨论。。

高铁扶手上有二维

码，可以扫码投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