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号线二期
乘客喜迎农村与城市接轨

昨天上午，记者乘坐6号线地铁，体验
了新开通的草房—潞城段。 新地铁线吸引
了不少附近居民前来尝鲜， 前来体验的居
民兴奋地告诉记者， 以前的农村现在和城
市接轨了，住在通州甚至是燕郊、 香河的
上班族以后上班也更方便了。

记者从北京西站上车 ， 先是由西向
东， 9： 15到达草房站， 这时车上已没有
多少人 。 列车继续向东 ， 行至通州北关
站， 记者所在的车厢有三位乘客上车。 这
几位乘客上车之后就开始讨论几个新地铁
站的位置 。 记者听出他们对这一带很熟
悉， 是住在附近的通州区居民。 一位姓贾
的男士说， 他这次准备体验全程， 坐到东
西两头的终点站， 在潞城和海淀五路居两
个地铁站出站口各照一张照片， 以作为纪
念。 提起新票制， 他说既然是来玩的， 就
无所谓， 坐一趟试试。

9： 34列车到达终点潞城站 。 这三位
乘客下车逛起潞城地铁站来。 记者发现潞
城站作为一个起点站， 规模比一般地铁站
要大， 墙面上有一幅气势宏大的地铁线路
示意图， 各个地铁站附近都画出了当地的
特色建筑，如天安门城楼、北京西站、北京
站、八角游乐园等等，其中标注在6号线潞
城这一端的地方画出了通州的燃灯塔。

记者看到不少乘客是来玩票的， 乘客
们纷纷在潞城地铁站里拍照留念。 其中一
对老年夫妻还带着孙子专门来体验， 看着
崭新的车站 ， 他们脸上洋溢着兴奋和幸
福。 老两口带着孙子站在地铁线路示意图
前摆好了姿势， 让站在地铁站验票闸机外
边的儿子给拍照。 老太太告诉记者， 趁着
现在刚开通坐的人少， 儿子专门开车送他
们到地铁站体验新地铁 。 她兴奋地说 ：
“我们早就盼着28日这一天了， 以前这里
是农村， 现在跟城市接轨了。 燕郊、 香河
离这个地铁站也很近， 以后住在燕郊和香
河的人去市区上班也方便了。”

9： 46， 记者跟随这一家三口上了向
西方向的列车。 列车没开动之前， 他们也
坐不住， 兴奋地在地铁上拍照， 记者还给
他们拍了张合影。 一位居住在通州的乘客
还告诉记者， 6号线新开通的这一段还有
一个特别之处， 就是从大运河底下穿过。
10： 05列车到达草房站， 这时上车的人就
多了起来， 原本空着的一些座位被填满，
车厢里也站满了人。

从潞城到草房共9站， 其中北运河东
站、 通运门站暂缓开通， 这一段记者坐车

体验发现只需19分钟， 给以前在该地区坐
公交车的居民提供了一种出行新选择。

7号线
欢乐谷黑车无踪迹

虽然不是上班日， 但在家门口新修建
好的地铁， 依然吸引了不少附近的居民。
昨天上午9点半， 7号线欢乐谷景区站已经
聚集了不少乘客和市民， 一边咨询着最新
地铁价格， 一边合计着钱数。 附近居民李
女士对记者说： “孩子在北边上学， 新地
铁的开通， 孩子上学方便了不少， 能让他
多睡将近20分钟； 另外， 欢乐谷附近的黑
车几乎也没有了， 对于孩子的出行， 当家
长的更放心了。 虽然价格涨上去了， 但孩
子能多休息一会， 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跟李女士有相同观点的乘客不在少
数，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 很多市民都为地
铁七号线的开通感到高兴。 谢先生的家就
住在欢乐谷附近， 而单位却在三元桥， 没
有七号线的日子让他叫苦不堪， “在地铁
没开通之前， 从欢乐谷到地铁之间的公交
车和摆渡车不够用， 要是赶上早高峰或者
是晚高峰，乘客根本挤不上车。上次欢乐谷
搞万圣节活动，弄得我深夜12点才到家。有
了地铁方便多了，我大概估算了一下，从家
到单位， 差不多40分钟就能到。” 谢先生
说， “我希望双井地铁站能够尽快开通，
这样的话， 7号线就可以和10号线相连接，
无论是上班还是出行就更方便了。”

刚刚通车的7号线， 是继6号线之后又
一条东西贯通的地铁线路， 不仅可以缓解
1号线和6号线的压力， 同样也给客流压力
较大的10号线分担了不少， 更方便了焦化
厂、 双合和垡头附近居民的出行。 7号线
全长23.7公里， 共设有21个车站， 平均站
间1.14公里 ， 共计时长43分钟 ， 也就是
说， 如果您家住在垡头， 坐上7号线地铁，
只需43分钟就可到达北京西站， 不会因为
路上的拥堵而耽误上火车。

而在站台的设计方面， 7号线同样有
着自己的特点。 在欢乐谷景区站， 在整面
墙上都画有主题公园的游艺项目， 乘客在
看到后， 都驻足观看， 并拿出手机将其美
好的图画记录下来； 而到了九龙山站， 站
区更是在墙上画上了几座高低起伏的山
峦， 与站名相得益彰， 非常匹配。

也许是周日的缘故， 7号线车内的人
数并不多， 但整洁干净的车厢环境、 靓丽
的车厢色彩和清楚洪亮的报站声音， 使得
整条线路显得活力十足 。 更值得一提的
是 ， 在车厢内用手机上网也非常方便快
捷， 几乎做到了网络在地下的全覆盖。

有理由相信， 7号线的开通会为北京
东部地区居民的出行带来更多的便利。

14号线东段
北京首个三维地图受关注

“哎， 这个仪器好！” 一位头发花白的
大爷对着一台机器琢磨了半天之后， 忍不
住对站在旁边的记者分享着 “智慧 ” 成
果， 这是北京地铁三维信息地图系统， 是
本市目前唯一的一台三维信息地图。 乘客
可以在这台仪器上查看以任何一个站点作
为初始位置的车票的价格， 除此之外还可
以显示望京站出站口街面景观， 点击乘客
要去的位置， 屏幕会显示出离目的地最近
的出站口以及行走路线。 大爷对这仪器不
禁竖起了大拇指， 边说边演示， 把过往的
行人都吸引了过来。

今天是14号线和其他三条新地铁线路
开通的日子， 新线路、 新票价、 新设备满
足了市民们的好奇心， 此时的大爷也过了
一把讲解员的瘾。

记者踏上新线路的第一站———金台
路。 尽管时间还不到八点钟， 人有点少，
但是一路从蒲黄榆赶来的记者到达金台路
的时候还是有些吃惊： 整个乘车区的人稀
稀落落的， 没有十号线、 五号线的拥堵。

一上14号线， 记者发现车上也没有坐
满。 记者随机坐下， 旁边坐着一位穿着公
交车制服的乘客。 “师傅， 您是公交车司
机？” “是啊。 今天地铁开通第一天， 尝
尝新鲜， 还不知道在哪一站下呢。” 公交
司机说完自己便笑了 。 原来这位司机师
傅， 听说地铁开通， 14号线离上班的地方
比较近， 这次专门来考察一下线路， “之
前我上班要来回倒， 每次都要花上40多分
钟， 现在好了， 我家门口就是金台路地铁
口， 坐上车直接到阜通， 下车就到了， 出
门20分钟就能到单位。 你看现在我7点半
出的门， 现在不到8点就到了， 我8点半上
班。 今儿头一回， 因为摸不清下车的具体
位置所以出门早。”

在地铁里记者遇到了北京城建设计发
展集团地铁14号线总体设计师张彦， 今天
他是来体验自己作品的， 张彦说： “现在
14号线还有两个站因为地面工程的原因暂
缓开通， 但很快也会跟大家见面的。”

15号线一期西段
“出双份的钱我也要来看看”

现在已经是上午九点钟了， 15号线从
清华东路西口开往俸伯方向的列车到望京

站时刚刚坐满， 车上很安静。 突然， 一个
大妈高声跟旁边的乘客说： “顺义有到密
云的车吗？ 我从顺义下车往回走， 用出地
铁再重新买票吗？” 大妈闪烁着迷茫的眼
睛问。 旁边一个大哥说： “应该不用吧，
下了车对面就是返回的车 ， 应该不用出
站 ， 再多花份冤枉钱 。” 平时也就算了 ，
但是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谁也不清楚
到底哪些变了哪些没有变， 大家都有些不
适应。 大妈听了， 紧紧盯着车厢里的站牌
显示屏下决心似地说： “要是不要钱， 我
就原路返回回家； 要是要钱， 我就出站，
然后坐公交回家。”

原来大妈听说开通新线， 今天专门来
坐车体验的， 担心原程返回要收双份的车
费。 “我家在五道口住， 现在家门口通了
15号线， 我跟老伴说： ‘如果不用出双份
的钱我就去看看’， 可老伴说就算花双倍
的钱也要来看看， 我就来了。” 大妈捂着
嘴笑着说。

大妈说完， 旁边大哥接着话茬就说：
“现在地铁是挺方便的， 但是这票价可够
高的。 以前每次的票价心里有数， 现在可
没谱了， 只有出站时知道多少钱。” “现
在的年轻人压力大。” 大妈也应和着， 她
的儿子儿媳就住在郊区密云， “原来一天
一个人四块钱， 现在一天就得十六七块，
开销一下子就增加了不少。”

到达俸伯站之后， 大妈看了一下手表
指着说： “正好一个小时。” 下了车， 大
妈就踏上了返程的车 ， 完成了一天的任
务。

15号线一期基本上已经全部通车， 记
者在站台上观察发现， 将近10分钟就能过
两趟车， 交通的便捷赢得了不少乘客的掌
声。 但是也有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记者
随意找了一个15号线换乘8号线的路线 ，
有一处电扶梯没有开放， 记者作为年轻人
爬到楼梯顶尚且气喘嘘嘘， 更何况老年人
呢？ 有些老人中间都要休息好几次才能爬
上去， 看着旁边静止不动的扶梯， 每一位
爬到顶的老人都要问一下站在电梯旁的地
铁工作人员： “电梯啥时候开呀？” “一
月中旬。”

尽管有这样的小小不足， 但新线路的
开通， 总体上给人们的心情增加了不少的
欢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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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体验4条地铁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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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好形象 社会正能量

尝鲜
天天和爸爸早早就来乘坐7号线， 每一站都要下车拍照留念。

14号线站台上工作人员与乘客互动。 6号线老两口带孙子体验新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