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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个早晨，走进轨交 ,号线车
厢，顿时一股食物的气味扑鼻而来，
仿佛走进了食堂，定睛一看，-位年
轻女乘客坐成一排，正在旁若无人地
用餐。
对轨交车厢是否应禁食，一直备

受争议。赞成者认为：车厢空间密闭，
食物气味影响空气；列车行进中，饮
食乘客可能弄脏他人衣物。反对者认
为：上班族时间紧迫，坐车用餐正好
利用时间。对此，中国青年报社会调
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网对
&--&人进行了调查，.'/-0的受访者
支持在轨交或公交车上禁止进食。

如何管理公共车厢里的进食行
为？有关部门很纠结。新版《上海轨道
交通管理条例》草案不久前对外公
开，其中“在车站、车厢内饮食”被禁
止，但未见执行，可见有难处。
在欧洲一些国家，并没有强制措

施禁止在公共车厢里进食，但却难见
这样的行为，因为在公共车厢里吃东
西普遍被视为是不礼貌、不雅观的。
而中国的国情是，许多人不认为车厢
进食是不文明的，看来，管理部门的
温馨提醒是必要的，采取相关措施也
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