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周世杰 摄影报道

乘客贴心人

赵淑珍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 ， 劳动
模范是民族的精英 、 国家的脊梁 、 社会
的中坚 、 人民的楷模 。 无论时代条件如
何变化 ， 我们始终都要崇尚劳动 、 尊重
劳动者 ， 始终重视发挥工人阶级和广大
劳动群众的主力军作用 。 劳动午报自复
刊以来 ， 一直以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 劳
动精神 、 工匠精神为己任 ， 忠实地记录
下了一大批劳模和先进人物爱岗敬业 、
争创一流 ， 艰苦奋斗 、 勇于创新 ， 淡泊
名利 、 甘于奉献的感人事迹 。 在热烈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 ， 我们特别选
择了一批本报记者拍摄的珍贵劳模镜头 ，
奉献给广大读者 ， 以此表达我们对劳模
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深深敬意 ， 并以此向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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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淑珍1958年开始在北京市电车公司任售票
员。 于1977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她在1958年开始在北京市电车公司任售票
员， 以娴熟的业务和满腔热情为乘客服务， 对工
作负责， 认真售票， 认真收验车月票， 积极、 主
动、 诚恳耐心， 防止跑漏票， 各项生产指标都完
成得很出色， 号称解答乘客难题 “百问不倒”， 被
乘客誉为 “贴心人”。 她在长期的售票工作中， 总
结出 “四多” （多看一眼、 多说一句、 多扶一把
和多体贴一下）、 “四个一样” （人多人少一个
样、 乘客态度好坏一个样、 自己心情不好和心情
舒畅一个样、 正常情况和特殊情况一个样） 的先
进经验， 已在全市公共交通战线推广， 有力地推
动了运营服务质量的提高， 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
赞扬。 她的 “四多” 来源于她对乘客的深厚感情
和工作责任心， 她走访106路沿线154条胡同和各
大医院， 做到 “一问四答， 百问不倒”， 方便了乘

客。 乘客上车时， 她积极疏导、 热情宣传， 争取
每站多上几位乘客， 减少倒乘、 候车时间。 车关
门时， 她严格遵守规章制度， 眼不离门口， 心不
离乘客， 防止夹摔。 电车进出站时， 她坚持多说
几句， 主动报清路名、 行车方向、 站名、 衔接路
线和换车地点， 不仅声音清楚， 而且把到站的新
老名称， 多种叫法都报一遍，方便了乘客的倒乘和
上下车，许多外地来京的乘客高兴地说：“这样报站
名，真是给俺外地人添眼睛，长耳朵呀！ ”

赵淑珍为广大乘客热心服务， 特别注意体贴
老、幼、病、残、孕及外埠乘客和外宾7种乘客，尽力
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困难。 她还采取托客带路的
办法， 帮助老人和外地乘客倒乘车辆到达目的地。
当车上人多拥挤，遇有只坐两三站地的抱小孩乘客
时，她主动把孩子接过来，放在售票台上，自己站立
售票。 她热情地帮助青年售票员，从不厌烦。 ２００４
年７月， 赵淑珍老人因病去世。

赵淑珍是北京市电车公司 106路车售票员 ，
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劳动模范， 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出生的北京孩子大都知道她， 我小时候常乘106
路电车， 也曾经听说过她的事迹。

2004年的五一前夕， 北京市领导来到赵淑珍
老人家里慰问， 她说： “我身体不错， 退休了一
直还在社区里服务发挥余热。” 在场的人都笑了，
这时我抓拍了赵淑珍可爱可亲的瞬间。

劳模介绍：

吴良镛是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所长，
兼任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1944年毕业
于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 1946年任清华大学建筑
系助教。 1951年起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历任副教授、
教授、 系副主任、 系主任、 研究所所长、 人居环
境研究中心主任等职。 1995年被评为北京市先进
工作者， 同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吴良镛曾获得世界人居奖、 国际建筑师协会
屈米奖、 亚洲建筑师协会金奖等多个奖项。

吴良镛是指导中国建筑学专业的第一批研究
生导师 、 国 务 院 批 准 的 第 一 批 博 士 生 导 师 ，
1984年为中国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培养出第
一位博士学位获得者 。 在他的推动下 ， 1988
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改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培
养出一批批建筑学、 城市规划学、 园林学等方面
的专业人才。

他长期从事建筑与城乡规划基础理论、 工程
实践和学科发展研究， 创立了人居环境科学及其
理论框架， 成功开展了从区域、 城市到建筑、 园
林等多种类型的规划设计研究与实践， 在京津冀、

长三角 、 滇西北等地取得一系列前瞻性 、 示
范性的规划建设成果 ， 该理论受到国际建筑
界的普遍认可 。

他主持开展了京津冀城乡空间发展规划
研 究 ， 在 实 践 中 取 得 的 创 新 方 法 ， 被 纳 入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 有力地推进了城乡建设的
科学发展； 主持完成北京菊儿胡同四合院工程，
推动了从 “大拆大建” 到 “有机更新” 的政策转
变， 为达成从 “个体保护” 到 “整体保护” 的社
会共识做出重大贡献； 主持设计曲阜孔子研究院
等建筑， 创造出一批传统文化内涵和现代艺术整
体性相统一的建筑。

他主持参与了多项重大工程项目， 如北京图
书馆新馆设计 （最后入选方案， 即 “五老方案”）、
天安门广场扩建规划设计、 广西桂林中心区规划、
孔子研究院规划设计、 中央美术学院规划设计、
南通博物馆设计、 江苏省南京市金陵红楼梦博物
苑设计等。 同时， 他主持参与了科技部、 中国工
程院、 建设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加拿大国际
开发署等多项重大科研课题。

中国建筑设计大师
吴良镛

2012年教师节前 ，北京市领导到清华大学
吴良镛家慰问 ， 我跟随采访也来到了吴老家
里 。 他家面积不大，摆设也很简单，客厅一面墙都
是书籍。他在和领导交谈时，座位前的电话响起了
数次 。 他总是礼貌地向领导表示歉意后接听电
话。 不管是谁的电话，他接电话时脸上总是带着笑
容，很有礼貌地倾听对方讲话。我在他正接电话时，
随手抓拍了他的音容笑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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