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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服务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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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风靡永城的黄包车 如今鲜有人乘坐
记者探寻黄包车的历史与当下的生存现状

日前，记者在步行街一家餐厅吃饭时留意到，外卖小哥扎堆在店门口等待平台
派单。这场景莫名有些熟悉，却已不再是从前模样，细细回忆后，记者感叹，数年前
在此扎堆的并不是外卖小哥，而是黄包车夫，餐厅门口的“风水宝地”现已被外卖小
哥占领，黄包车逐渐退出了我们的生活。所以不妨回想一下，我们有多久没有乘坐
过黄包车，又有多久没在街头看到过黄包车了。那些黄包车夫如今都去哪了呢？带
着这样的疑问，记者展开了一次调查。

□记者 胡颖

黄包车是一种能够让人体验慢
生活的公共交通工具，具有方便、实
惠、环保、从业门槛低等优点，曾经
在我市盛行。然而随着经济的发
展，私家车、出租车、电动车以及打
车软件越来越普及，搭乘黄包车的
人也就越来越少，黄包车的生意越
来越淡。近日，记者联系到市交警
大队非机动车辆管理所的工作人员
卢景荣，了解了我市黄包车 20 余年
来的发展状况。

卢景荣于 1995 年就进入人力
三轮车管理站（后合并为非机动车
辆管理所）工作，到现在已有 20 余

年的时间。他告诉记者，实行黄包
车营运最初是为了照顾下岗职工、
失地农民等困难人员，由车主购车
到交通运管部门办理运输证进行营
运。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运
价低廉、乘坐方便的黄包车风靡永
城。在最顶峰的时候，一辆黄包车
的营运证价值高达 3.6 万元，“当时
两辆黄包车的价值就堪比城区一套
房子。”卢景荣说。

“原先我市有黄包车 900 辆，考
虑到 900 辆车都上路的话，容易造
成拥堵，所以把黄包车的雨篷定制
成黄、绿、蓝三种颜色，每个星期只

允许一种颜色的黄包车上路。”卢景
荣告诉记者，起初对于黄包车的管
理较为严格，不符合条件的黄包车
不能上路，每年还需进行年审、缴纳
保险、定期更换雨篷等。后来，随着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私家车日益
增多，便利与省钱的电动车也受到
了越来越多市民的青睐，黄包车的
数量随之减少至 600 辆，到现在，每
天出工的黄包车已经不到 60 辆。

“越来越多的黄包车变成‘僵尸车’
随意停放，每年都要进行清理，为黄
包车主寻找合适的停车场也成了一
道难题。”卢景荣说。

数据调查：城区街头黄包车一天不到60辆

在步行街，记者找到了几辆正
在等待乘客的黄包车。见记者上
前，黄包车车夫吴师傅以为来了乘
客，立刻从后排座位上起身，招呼
记者上车。在得知记者的来意后，
吴师傅热情地跟记者聊起了家常，
聊起了自己和黄包车之间的故事。

吴师傅今年 46 岁，江西人，在
我市工作生活已有 20 年。从 2008
年开始，吴师傅便蹬起了黄包车。
据他回忆，那时候蹬黄包车一天能
赚两百元左右。“我刚开始蹬黄包
车的时候，黄包车还比较吃香。那
时候想要租一辆黄包车来经营，竞
争压力很大，而且车夫大多是本地
人，像我这样外来的人员很少。”吴
师傅说，十几年前租一辆黄包车的
价格是每周七八十元。以前坐的
人多，租金也可以承受，他一个月
还能攒下一笔钱。

“我以前就是早上九点出门，
下午六七点收工。有乘客的时候
拼命地蹬，能快点将乘客送到目的
地，没有乘客的时候就去人多的地
方转一转，夏天的中午一般没有什
么行人，我就找个树荫，在车上休
息一阵子。”吴师傅回忆着以前的
日子，虽然听起来辛苦，但记者也
能从中感受到他的快乐。吴师傅
表示，黄包车车夫熟悉城区的各条
线路，可以说是“活地图”，能行驶
在那些汽车无法通行的道路，是他
们“快”于汽车的杀手锏。

在和记者闲聊的一个半小时里，
吴师傅没接到一个乘客，周围的3辆
三轮车也没有开张。见记者感到诧
异，吴师傅说，“等”是他们如今的常
态。“现在城区专职蹬黄包车的人一
只手都数得过来，大多数人都像我这
样，把黄包车当成兼职，有空的时候

出来拉几个客人。”吴师傅简单算了
一笔账，作为外来人员，在永康吃穿
住用，一个人一个月的开支怎么也得
一千元左右，如果是拖家带口的，支
出就更多了，现在每天顶多能拉三四
个客人，一天的收入也就不到五十
元，完全不够一个家庭的开支。

采访后的几天时间里，记者留
意了一下，路上来往的黄包车大多
是空车。“现在的人都喜欢坐网约
车、出租车等公共交通了，我一天也
带不了几个人。”一位老黄包车车夫
这样说。

“坐出租车比坐黄包车安全”
“出租车防日晒，防雨淋，防风吹，但
黄包车不行”“坐黄包车蛮透气，蛮
舒服的”⋯⋯一些接受采访的路人
说。从他们的话语中可以感觉出，
黄包车的未来不容乐观，但也并未完
全消失于人们的记忆中。

车夫感叹：如今仅凭蹬黄包车不足以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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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黄包车逐渐退出城市舞台，记者
通过采访认为，这与城市转型的趋势以及
城市软、硬件设施的完善有很大的关系。
其一是政府新建、修建、改建了一批城市道
路，进一步提升了汽车出行的速度。其二
是受私家车、公交车、网约车、公共自行车
的冲击。近些年，我市私家车的保有量快
速增长，同时，随着公交车线路的改善、网
约车的普及，这些实惠又快速的出行方式
得到了大家的追捧，若是喜欢低碳出行的
市民，则也更愿意选择公共自行车。

“我从步行街到巴黎商街，乘坐出租车或
是网约车，大概是十块钱，十分钟就能到，而
且叫车的速度也快，黄包车的收费虽然也差
不多，但夏天热冬天冷，最主要的是现在已
经很难叫到黄包车了，这也导致人们的出行
习惯慢慢地从坐黄包车转变成坐出租车或
是网约车。”市民张女士认为，如今的黄包车
顶多作为堵车或是叫不到车时的“替补”。
这也是导致黄包车难以生存的原因之一。

关于价格，记者也采访了黄包车夫，他
们告诉记者，多年前，确实有过“漫天要价”
的不好现象，因为那时候坐黄包车的人
多。然而如今，黄包车的乘坐价格却还和
十几年前一样。“现在买杯奶茶都要十几二
十元，可见物价上涨之快，但我们的价格一
直没涨。”骑了二十几年黄包车的张师傅是
本地人，他告诉记者，黄包车的收费一般不
低于10元，不超过15元。“不降低价格的原
因是骑黄包车很辛苦，而且一天拉不到几
个客人，若是再降价，收入就更少了，涨价则
更没有可能。”张师傅的话中充满了无奈。

此外，记者也了解到，在很多城市，黄
包车已经彻底退出城市的舞台，而在一些
城市则与旅游业结合在一起，如此看来，作
为一种比较原始的客运交通工具，黄包车
如今的观赏性已高于实用性。

黄包车退出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