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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莎莎

网上选点、就近上车、一站直达，10
月23日，聊城往返济南的“站点巴士”开
通，成为两地市民热议的话题。“站点巴
士”覆盖两座城市核心区域的14个站点，
每日运营高达24个班次，试运行期间（10
月23日—12月31日）票价仅需25元。

如今，城市间的紧密联系对交通便
捷性提出更高要求，聊城往返济南“站点
巴士”的试运行，正是对这一需求的回
应。这将一定程度减少两地群众跨城出
行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值得一提的是，“站点巴士”通过互
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实现了“多点对多
点”的客运服务，乘客可轻松通过“滴滴
出行”微信小程序内的“站点巴士”按钮
或 APP、根据个人行程灵活选择线路及

最近站点购票乘车，人们的商务出行、日
常通勤更加便捷。

聊城到济南“站点巴士”的开通，不
仅丰富了城际公共交通网络，也为未来
交通发展贡献了力量和思路。随着“站
点巴士”的试运行，可以预见，未来将有
更多类似服务出现，进一步优化和完善
聊城乃至整个山东省的交通网络。

近年来，聊城深度融入济南都市圈
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两地在深化改革、
科技创新、公共服务等领域深化交流合
作，加强协同联动，实现了资源共享。此
次“站点巴士”的开通，在方便沿线乘客的
同时，还能串联起沿线产业发展链条，推动
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同时，“站点巴士”的试运行，符合城
市发展的必然趋势。交通兴则城市兴，
实现城市间交通互联，可壮大城市协同

发展“朋友圈”，将相邻城市的物理距离
优势转化为协同发展的优势。比如，近
年来，加密的京津冀交通网络让区域内
城市“越走越近”，不少居民过上“双城生
活”。再如，今年5月26日，广东城际“四
线”贯通运营，一线串五城，“地铁+城际”
复合巨型网络推进广州“湾区一小时通
勤圈”大步前进。便利交通网延展着人
们的生活圈，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品质，促
进了人才交流和企业发展，为区域经济
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对群众而言，从家
门口就可实现跨城通行，人们的生活将
变得更加轻松便捷。

面向未来，可以预见，聊城往返济南的
“站点巴士”将成为人们出行新选择，为两
地居民出行带来更多便利，让城市更加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城市群合作发展
带来新机遇。

“站点巴士”让跨城出行更便捷

□ 郝凯

近日，一则视频引起了大家的关
注。在聊城，经营着一家素食餐厅的王
女士在店门前摆放了各式各样的花卉植
物，繁茂的绿植旁则放置有一张竹桌和
两把竹凳。

闹市中有此幽静处，相信很多人路
过都想驻足小憩一会儿。有一位八十多
岁的老人，散步经过这里时也会停下来
休息一下。王女士从没有对老人不点东
西就坐在椅子上表示不满，每次都会悄
悄端上一杯红茶，也不去打扰。

尽管只是一杯普通的茶，但这背后

所蕴含的温暖与善意，打动了老人的
心。有一天，老人送给王女士一首“感谢
诗”：“尘嚣市中一仙境，一席之地在画
中。葱茏滴翠错落致，一杯清茶赛仙
翁。”诗后，这位叫黄元兴的老人还写下
一段注解：“老翁散步至英伦花园小区，
东北端有一处等风塘，门外一席之地布
置的花草葱茏滴翠、错落有致。竹桌小
凳，清茶一杯，清净优雅，有感而发。”

此视频一出，引发网友热议，新华社官
方账号也进行了转发，其中有条高赞评论是

“无我利他，君子之交淡如水”。诗添茶香，无
我利他，二人的思想境界令人仰之弥高。

高在超越功利，利他助他上。素食

餐厅经营者王女士表示，能传递一份美
好很荣幸，她也很感念老人的诗，特意裱
起来挂在了墙上。开店赚钱无可非议，
但是，如果人生的目标只剩下钱，那就有
问题了。人生应该是饱满的、丰富的，如
若局限在功利圈儿里，人生路上有很多
风景都错过了，这样活一辈子，岂不可
惜？丰富生活，也有很多种方式，但利他
型的，以服务大家为乐的，显然会收获更
多。给大家带来鲜花的人，大家怎会报之
以荆棘？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会看
到那些与人为善的街坊老店，即使搬迁
了，顾客也常常会主动跟随过去。这种人
缘，就是古人说的“里仁为美”；这种愉悦，

千金难买。古人说，仁者寿。很有道理！
高在心怀感激，知道珍惜上。生活

中，为人处世的态度有多种。一种是，心
怀愤懑，郁郁寡欢，自私自利，甚至生活
消沉，躺平摆烂。另一种是，坦然以待，
心怀感激，知道珍惜，晓得回报，遇到困
难依然积极面对，奋进不已。

两种态度，都很常见，也都可以理
解。但是，究竟哪种态度更可取，更值得
敬佩呢？显然是后者。这则视频里的故
事证明，取后一种态度的人，或迟或早，
总能收获人生的美好。

一杯清茶遇上了一首诗，高雅纯净，
沁心又爽口。

清茶遇上诗，利他终利己

□ 唐山客

据《工人日报》报道，
近年来，市场出现不少宣
扬“专属通道，不过保退”

“破格申报、保通过”“内
部渠道，快速通过”的职
称代办机构。尽管有关
监管部门的防骗提醒和
专项治理持续不断，仍有
一些人因想“走捷径”，成
了被坑骗的对象。

按照职称申报评审
的规范要求，在职工作人
员只能通过所在单位的
账号进行申报，由所在单
位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
后上报。自由职业者申
报职称评审，可由人事代
理机构等履行审核、公
示、推荐等程序，但人事
代理机构只能报送档案
在该机构的人员的职称
材料，且职称不能异地参
评。

据此，市场上的很
多职称代评机构并没有
申报职称评审的资格和
权限，也不能实现跨地
区申报职称，所谓“正规
渠道”“全程代评”等都
是虚假宣传。当申报人
催问申报结果时，职称
代评机构又会抛出“评审未过，不予退费或
部分退费”等话术，有的甚至直接拉黑申报
人，或者关店失联、卷款跑路。

如此，申报人不仅会损失一笔“代评
费”，还会因此有了职称污点，甚至付出更
大的失信代价。人社部前不久印发的《职
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明确，提供虚假材
料取得的职称会被撤销，并记入职称评审
诚信档案库，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记录期限为3年。如果申报人通过职
称代评机构购买虚假材料申报职称，就踩
踏了诚信底线和法律规则底线。

有职称申报需求的劳动者，应当看清
“职称代评”的欺骗性、违法性、危害性和负
面后果，增强底线意识、自律意识，自觉予
以抵制。市场监管、人社、网信、公安等部
门应健全监管机制，形成治理合力，找准
执法切入点，对存有虚假宣传、诈骗等违
法行为的职称代评机构该查处的查处，该
取缔的取缔，该曝光的曝光。监管部门应
面向有职称申报需求的劳动者广泛开展
法治宣传，增强其防范意识。相关网络平
台应采取有效措施，对职称代评机构的违
法信息特别是一些关键词、替代异变词进
行筛查、拦截、屏蔽，最大限度压缩黑色利
益链条延展的空间。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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