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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申城街头近日出现一辆特别涂装版公交车

   岁！复古风！
  路无轨电车穿“新衣”庆生

▲ 早期英商的无轨电车

■ 车尾有“  路无轨电车运营至今   周年”字样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 这辆特别涂装版  路公交车以白

绿配色为主基调

从上周六开始，细心且幸运的市民可能

会发现，有一辆特别的14路公交车悄悄驶上

申城街头。与14路制式车型的蓝白配色不

同，这辆特别涂装版无轨电车换上了“新衣

服”，以白绿配色为主基调。原来，这是两位

公交迷为纪念14路110周年生日而准备的

惊喜。

经历多次“试错”
“其实这不是第一次为14路庆生，每年这

个时候，我们一群志同道合的公交爱好者都

会举办庆祝活动。”此次特别涂装的发起人周

琎闻告诉记者，10月底，自己初步有了给14

路涂装的想法，得到另一位公交迷廖辉的支

持后，两人联系了上海公共交通广告有限公

司，最后在11月7日确定了设计方案。11月

10日，这辆特别涂装的14路无轨电车终于完

成改造，驶上街头。

周琎闻坦言，自己并不是专业做设计的，

所以在色彩、图样上经历了多次“试错”。“在

确定车身色调时，我们参考了上个世纪的无

轨电车，前车身为绿色，后车身为白色，此次

纪念涂装延续了这种绿白拼接的搭配，非常

具有历史意义。”然而，原先的绿色“调色配

方”已经无法知悉，于是，周琎闻以现代审美，

用马卡龙色调了一种绿色来代替。

在车身纹样上，周琎闻原本想把所有运

营过上海无轨电车的公司logo，以时间顺序来

排布；但考虑到可能存在侵权问题，就放弃了

这一设计思路，最终还是沿用了原来车身上

的4道剪影。

“这4道剪影其实代表了4种车型：带轨

道的有轨电车、最早期的无轨电车（603型无

轨电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sk561系列（上

海生产过的数量最大的无轨电车车型）和上

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公交车的大概轮廓。”周琎

闻说起这些如数家珍。

除了颜色和车型的传承，这次纪念涂装

还重点突出了百年公交和110周年主题，车身

两侧印上了“From 1914”，车尾也加上了“14

路无轨电车运营至今110周年”这句话。

双方一拍即合
到了11月9日上线这天，周琎闻和廖辉

凌晨5时就抵达了东新桥车站，静待14路的

头班车发车，顺便也看看新涂装上路的实际

效果。

细看之下，周琎闻和上海公交广告公司

的工作人员发现，车尾的呈现效果并不理想，

有一部分没有贴上白色涂装，原先车身上的

大片蓝色显露了出来。经过沟通协调，仅用

了一个白天，新涂装就改造完成，最终版本在

11月9日深夜亮相，车身广告连成一片，看起

来协调多了。

上海公交广告公司新媒体运营部主管卜

晓东告诉记者，在得知周琎闻、廖辉这两位公

交迷想在14路开线110周年之际改版特别涂

装后，公司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项目，

既能展示上海电车的悠久历史，又能成为久

事公交与公交迷良性互动的典型案例，所以

双方很快达成了初步意向。

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公司合理安

排了画面设计套稿、上刊时间选定、停车场地

协调等工作，在施工时又安排工作人员到现

场加班监督，最终按时实现公交迷朋友的心

愿，以最快速度完成了涂装。

希望唤起关注
近年来，随着城市不断发展，无轨电车数

次面临“要不要保留”或“可压缩至多少规模”

的问题。目前，上海的无轨电车仅剩6条线路，

即14路、15路、19路、20路、23路和24路，可以

说每条线路都是公交迷眼中的“宝贝疙瘩”。

像周琎闻、廖辉那样喜欢无轨电车的公

交迷有很多，他们时刻关注着上海无轨电车

的最新进展。2018年，为了配合四平路路面

施工，四平路曲阳路处到吴淞路武进路处将

近3公里的线网被拆除，14路不得不降下“辫

子”运行。

路面恢复后，久事公交现代交通公司引

入了国内首次应用的新型绝缘单臂梁。这种

单臂梁不仅具备优越的绝缘性能和机械强

度，还有效增强了线网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此

外整体美观性也得到显著提升。随着工程结

束，今年国庆期间，14路线网终于被接通，成

为全程能够架线、拥有完整电车里程的无轨

电车。在公交迷的眼里，14路终于能“骄傲”

地架起自己的“小辫子”了，这是一件令人振

奋的事。

“说起上海的城市历史，很多人第一时间

会想到石库门等建筑，但在上海的城市剪影

中，14路等无轨电车就像一块块历史悠久的

‘活化石’，见证了百年沧桑，在过去它仅仅被

当作一种交通运输工具而不被重视，这次的

新涂装希望能唤起市民的关注。”廖辉说，14

路从只有1公里里程，甚至没有被公交公司挂

牌，到后来的数次延伸和调整，就和蓬勃发展

的上海一样，为自己的悠久历史不断书写全

新的篇章。 本报记者 任天宝

  路 被称为“百年公交”，于
    年  月  日开通，
是当时的英商上海电车公
司在上海开辟的第一条无

轨电车线路，也是目前全球持续
运营时间最长的无轨电车线路。

线路全长8.7公里，途经虹
口区、杨浦区和黄浦区的多个热
门商圈及景点，包括福州路文化
街、南京路步行街、七浦路商圈、
四川北路商业街、和平公园、
四平路和控江路等。

近日，视障人士张
先生在申请导盲犬的过
程中遭遇了一道难以逾
越的门槛，他被居委会
告知必须获得所在楼栋
居民100%同意，而恰恰
就有一户邻居投了“反
对票”。这一要求看似
体现了对邻里关系的尊
重，实则为特殊人群设
置了过于苛刻的障碍。
截至2023年，我国

有超过1700万名视力
障碍人士。导盲犬作为
他们的“眼睛”和“助
手”，是出行的重要辅
助。近年来，多地出台
相关规定，明确视障人
士可以携带导盲犬进入
公共场所或乘坐地铁等
交通工具。同时，对于
视障人士而言，导盲犬
还是生活中的伙伴和精
神上的慰藉。因此，保障
视障人士申请导盲犬的
权利，也是维护他们的
基本生活权益和尊严。
小区养宠物犬尚不

需要征求邻居的意见，
导盲犬作为视障人士的
“刚需”，却被设置高门
槛，这样的“一票否决”
是对特殊群体应享权益
的漠视，不仅缺乏合理
性，也违背了公共政策
的初衷。残障人士，包
括视障人士，依法享有
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
利。将导盲犬的申请权
完全交由邻居决定，不
仅是对残障人士基本生
活需求的忽视，更是懒
政的一种体现。公共政
策的制定应当遵循公
平、公正、合理的原则，
充分考虑特殊人群的需
求和利益，而不是将他
们置于被动境地。
我们或许可以从其

他政策的转变中寻找启
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也曾面临“一票否决”的
困境。然而，通过不断
实践、总结经验，政策也
在不断调整完善，相关
部门出台了更加灵活和
人性化的政策，如提供
多种补偿方案、加强居
民之间的沟通协商等。
如今，老旧小区加梯已
经可以有商有量，满足
了广大居民的需求。
同样，导盲犬进楼

是否可以借鉴这一模
式寻求更优解？例如，
设立一套征询与沟通机
制，正视“反对的声音”，
加强相关知识的普及，
让居民充分理解导盲犬
的重要性和安全性，消

除偏见，同时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并
提供详尽的解释和说明。这样的做法不
仅能有效避免“一票否决”的僵局，还能
更好地促进邻里关系的和谐与稳定。
对待导盲犬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

也反映了一个社会对待特殊人群权益的
态度。一个包容和温暖的社会，应尽可
能地考虑到每一个群体的需求，为他们
提供便利和关爱。只有这样，才能让每
个人在社会大家庭中享受到应有的尊严
和幸福，真正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