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招进的年轻售票员汤利萍还在104路上售票。 本报记者 施培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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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票妹妹”：
工作稳定，年底也有奖金，挺好的

2009年，招聘年轻售票员为公交补充
新鲜血液的试点率先在巴士公交下属的
申新巴士开始。当时申新巴士通过社会招
聘一共招了60多名年轻的售票员，她们当
中年龄最大的不到30岁，最小的只有19
岁，这些年轻售票员在经过培训后分配到
了49路车队、龙华车队、南浦车队、浦东车
队四个车队的十余条公交线路上，特别是
在品牌线路49路和途经火车站的104路车
队分配了较多的年轻售票员。

如今，彼时的申新巴士已并入巴士二
汽，组成新的巴士二汽公司。近日，记者再
一次来到104路车队位于上海火车站的起
讫站。当提起3年前那批“ 售票妹妹”，104
路的调度员兴奋地告诉记者：“ 还在，还有
一些人在。”说完，她指着一位正等着发车
的售票员说：“ 她不就是”。

这位售票员名叫汤利萍，2009年汤利
萍通过社会招聘加入104路车队。当年29
岁的汤利萍在那批最小年龄只有19岁的

“ 售票妹妹”中，属于当之无愧的老大姐。
三年后，老大姐更“ 资深”了。“ 采访我做
啥，我算不上年轻了，我们队里小朋友很
多的。”今年也不过32岁的汤利萍告诉记
者，与她同批进车队的年轻售票员基本都
还在车队，这三年里车队又陆续进来过一
些年轻人。所以她依旧算是老大姐。

“ 很稳定，而且年年加工资。年底也有
奖金，挺好的。”关启车门时，汤利萍都要
仔细地观察，招呼顾客注意安全，并按照
规定报清线路名称、车辆行驶方向。车停
靠中途站时，要报清停靠站点名称，安排
好乘客上下车，这些都是公交售票员应尽
的基本职责。

不论车上有多少陌生面孔，上下车客
流量如何的大，也不论你外表如何蓬头垢
面，只要在售票时得知你的终点站，汤利
萍便会准时、准点、准确且和气可亲地来

到你跟前，提醒你到站了。“ 每到一处都要
报一下站，但也有很多乘客睡着了，或看
景看得走神了，或聊天聊得没听见，所以你
就得针对每一个人报一下站，这就要求你
必须记住每位乘客和他（ 她）的目的站。”
汤利萍告诉记者，其实这对她并不是太难，
只要稍微用心，凭三年的职业直觉完全能
够胜任。“ 毕竟年纪轻点，记忆力好。”

成绩突出
有人从售票员调到当办公室科员

与汤利萍同批进104车队的付凤吉还
未满30岁，但却已经是同事口中的“ 小领
导”。因为在售票员岗位上的成绩突出，付
凤吉被调入巴士公司担任一名办公室科
员。问付凤吉如何能在售票员这一平凡的
岗位上做出成绩。她说，无他，唯“ 用心”
二字。踏上售票员岗位才3个月，她不仅熟
练地掌握了业务，还利用业余时间跑遍了
104路沿线所有的宾馆、医院、娱乐场所等
等，并自制了一本服务小册子。

记者了解到，除了在提醒外地乘客在
具体的站点下车外，小付总是随身带着便
利贴，将问路的外地乘客下车后到达目的
地的线路图具体标注出来，乘客到站时小
付便会把小纸条给他们，下车后乘客按图
索骥，便可以轻松到达目的地。

从火车站驶出的104路是许多外地乘
客对上海的第一印象。世博会期间，大量的
游客从搭乘104路开始展开了他们的观博
之旅。特别是七八月的高温日，一些游客上
车时大汗淋漓，狼狈不堪。小付自掏腰包购
买了大量的纸巾放在车上，看到有乘客需
要，她就主动递上一包。这种为乘客多想一
步的举动，温暖了很多外地乘客的心，也使
她成为了巴士集团的服务标兵。

大多留在公司
但留在售票员岗位上的仅有10人

3年前，本报曾就公交行业如何吸引
年轻人采访过申新巴士龙华车队党支部

书记薛亚钧。3年后，薛亚均的头衔从申新
巴士龙华车队党支部书记变成了巴士二
汽龙华车队党支部书记，而我们的采访话
题从如何吸引年轻人变成了如何留住年
轻人。

“ 2009年我们新招了25个年龄在30
岁以下的年轻售票员，3年来，25人中除1
人因身体原因辞职，4人因服务不合格被
公司解聘外，其余20人依旧留在公交大
家庭中，只不过其中一半的人岗位发生
了调动，有的做了调度，有的被调入集团
做了文员。目前留在售票员岗位上的有
10人。”

人才流失率不到10%，究竟是何种原
因令这个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做的行业拥
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薛书记说，“ 从工资待
遇上来说，第三轮公交体制改革后，公交
重归国企，员工的收入明显提高，这两年
司售人员年年加工资，售票员拿到手的工
资已经超过了2000元。仅仅是收入提高，
还不足以留住心思活跃的年轻人。

除了收入的提高，公司还用广阔的
发展前景留住年轻人。我们一直在向年
轻人员工强调，目前公交企业老龄化情
况严重，不仅一线工作人员年龄偏大，管
理层也年龄偏大，比如在一些车队，40岁
的管理人员已经算是最年轻的干部了。
而公交的管理人 员 传 统 是 在 一 线 的 基
层员工当中选拔，有文化的年轻人，经
过几年的锻炼，便会有着很好的发展机
会。

同时，公司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
这一点，我们车队有一半人转岗，正说明
了只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得好，在售票员
这个看似简单的服务行业，也照样有发展
机会。此外，公司也注重对年轻人的培养，
部分优秀的年轻员工还在车队的推荐下
重返校园充电，对其中学有所成者还一次
性发放奖金以资鼓励。这一系列举措都使
得公交的吸引力大大地增加，年轻人愿意
加入并留在公交行业。”

7月上半月新建住宅
成交呈反季热销行情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7月上半月上
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3.9万平方米，较6月
份同期提升7.6%。其中，上周全市新建商
品住宅成交合计成交1766套、21.1万平方
米，环比分别提升9.42%、5.53%。记者昨天
从数据机构获悉这一消息。

21世纪不动产上海区域分析师黄河
滔表示，就新房市场来说，在政策及市场
面的预期双双得到转变的当下，7月上半
月较6月同期仍有小幅上涨，楼市正呈现
反季热销行情。不过，在限购等去投资化
政策不松动的前提下，寄希望于楼市从成
交量带动价格的快速上涨的可能性较小。

统计还显示，受改善性需求的入市支
撑，中高端、大面积产品逐步热销的成交
结构促使近期上海楼市整体均价持续维
持在2.5万元/平方米关口，其中上周上海
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约为2.54万元/
平方米，环比提升1.82%；另据了解，上周
全市单价在5万元/平方米以上的高端住
宅共计成交51套，环比大幅提升54.6%。同
期新建别墅产品成交也出现了较为明显
的增长局面，上周合计仅成交99套，环比
上涨幅度达32%。

值得注意的是，在连续下滑了两周
后，楼市供应于上周出现明显提升。黄河
滔认为，总体来说目前楼市成交的确正
处于明显的回暖期，但从楼市供销表现
看，抛开成交量的因素，市场供应只能算
脱离了此前低迷，较往年的高峰仍有明
显差距，楼市整体成交还是处于去库存
阶段。据网上房地产显示，截至7月15日上
午，本市可售一手房面积降至973.5万平方
米，近一个半月内库存面积下降了40万平
方米左右。

上海文化产业
发展指数全国第一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上海交通大学
“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

项目《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课
题组发布了首个“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
数”，报告对我国31个省市区文化产业发
展状况进行了整体分析，并公布31个省市
区文化产业发展排行榜。上海位于中国文
化产业发展指数排名的第一位。不过，无
论在国有还是在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
均无文化企业出现。

《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课题
组历经三年半深入研究，首次提出了以表
征和内涵指数为核心指标体系的“ 中国文
化产业发展指数”分析框架，并以此发布
了《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报告》。结果
显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状况普遍低下，
上海和北京分别以指数值87.27和85.69位
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排名的前两位，
同处在第一梯队，且这两个地区的表征指
数和内涵指数也分别位于第一和第二位。
第二梯队集中在广东、山东、江苏和浙江
四省。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文化企业总体规
模偏小，无论对当地市场还是国际市场均
未形成一定的影响力。与此同时，无论在
国有企业500强榜单、还是民营企业500强
榜单中，均无文化企业出现，即使在我国
服务企业500强中，也只有14家文化企业
入围，严重制约了我国文化发展的国际影
响力。重点培育骨干内容生产文化企业已
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未
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也仍需中央及地方
在符合文化产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行
政策引导和合理规划。

随着轨道交通的发展，公交线路的日
趋萎缩，以及无人售票成为城市公交的宠
儿，售票员这个岗位逐渐变得可有可无。
多一个售票员就要多发一份薪水，在很多
本已经是亏损经营的线路来说也是一笔
不小的开支，因此不少企业对于招录年轻
售票员变得不太积极，以此来简化车厢服
务，降低公交运营成本。

上海公交售票员给我们这个城市，给
予公交行业的发展，是做出过重要贡献
的。遥想当年巨龙车时代，前后门各一名
售票员，中间的铰链是分界线，大老板和

二老板们各负其责，把公交车厢这个舞台
经营的有声有色，在点滴琐碎的日常工作
中精彩着自我人生。

今天坐一班有人售票车，车厢内尚能
听到温暖“ 招呼声”。或许明天招呼声被
一只冷冰冰的票箱代替。

“ 找头拿好”变成了“ 自备零钱，恕不
找零”，只能自己听着电子提示音上下车，
但在这过程中或许有一些人不知道，在一
些线路中也的确需要售票员。我们所希望
的是能保留这一道城市风景线，公交售票
员不该成为上海的历史。

由于售票员大
量进入退休季，又
缺乏新鲜血液的加
入。上海部分有人
售票的公交线路出
现 无 以 为 继 的 局
面。

为 公 交 行 业
“ 号脉开方”，解决

其 青 黄 不 接 的 现
状，使其永葆活力，
是当务之急。记者
了解到，2009年上
海多家公交公司曾
招入过一大批不到
30 岁 的 年 轻 售 票
员，“ 售票妹妹”曾
经是百年公交上一
道靓丽的青春风景
线。如今3年过去，

“ 售票妹妹” 还在
吗？

本报记者 陈轶珺

》记者手记 公交售票员不该成为历史

2009年见报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