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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地铁安检，记得 '年前就已
经实施了，世博会期间，一度查
得很严、很正规，效果的确不错。

可时过境迁，今天的轨交
安检口却是大大落寞了。且不说
上下班高峰人流汹涌时，人们无
暇理会这个地方，就是乘客稀
少时，也很少有人把包放进安
检机。
我也是个轨交老乘客，据我

分析，轨交安检不能落实，当然有
乘客嫌麻烦，不配合的因素，如果
赶路时间紧，那就更不愿受检。另
外，轨交安检制度不严———查
也可以，不查也没有什么，也在
一定程度上自毁安检形象，造成
了乘客的随意与惰性。如果像机
场登机安检那样严格，且带有强
制性，想必轨交安检不会有今天
这样的尴尬。但是，要面对每天
%$$多万的客流，如果采取强制
安检，轨交方面的压力之大又是
可想而知的。
轨交安检往何处去？事关人

民生命和城市安全，确实需要我
们再次加以认真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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