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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章然

公用电话亭是什么？这问题，问00后，可能得到一脸蒙。但80后、90

后，可能是还知道的。街头巷尾，在一方仅能容纳一人的狭小空间内，一部

插IC卡的公用电话机，能缩短亲人朋友之间的距离。

近日，杭州萧山区城管局联合中国电信杭州分公司，对萧山区全区范围

内的公用电话亭进行排查，翻新了38个公用电话亭，采购了40台无线公用

电话话机安装替换。

目前，萧山区还保存了 67 个公用电话亭。人人有手机的年代，还有人

在使用公用电话亭吗？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公用电话亭呢？ 本报讯 继瞄电影横店频道推出之后，8 月 17

日，瞄电影象山频道正式上线。

象山影视城位于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占地面

积 1176 亩，是中国十大影视基地之一。自 2005 年

开城以来，先后拍摄了电影《赵氏孤儿》《王的盛宴》

《大轰炸》《长江七号》等电影，和《神雕侠侣》《琅琊

榜》《长安十二时辰》《庆余年》等1500多部电视剧。

远可拍秦汉、唐宋场景，近可拍明清、民国题

材。作为中国头部影视基地之一，象山影视城已经

形成全链配套的产业集聚，现拥有摄影棚35万平方

米，其中单体 1 万平方米的高标准摄影棚 2 个，年接

待剧组量过百，年接待游客量突破 200 万人次。作

为浙江乃至全国的影视重镇，象山影视城在影视创

作领域贡献着源源不竭的力量。

因此，我们在连接浙江电影人、影迷、主管部门

的瞄电影平台上，拿出一个醒目的板块，集中报道

象山影视城的发展与变化，为大家呈现一个深度而

全面的象山影视城。

瞄电影象山频道上，我们将为大家奉上象山影

视城的动态发展，以及从这里出发，抵达浙产电影

乃至中国电影的所有力量。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窗

口，了解浙产电影乃至中国电影的最新变化与飞速

发展。除了文字、图片、视频等方式外，我们还会用

专题、数据新闻、短视频、长图、互动h5等多种手段，

为大家诠释中国电影和浙产电影中的象山力量。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关于横店影视城

和象山影视城的信息，或者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可

以联系我们予以告知，我们会在相应频道上为您呈

现相关内容。同时，我们也会开设一个板块，欢迎

大家在前往两个影视城游览参观时，把你们的所见

所闻发给我们，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的内容

都可以，我们将会在瞄电影和小时新闻上以专题的

形式进行呈现，并保持持续更新。来信来稿可以发

送至邮箱462828705@qq.com。 本报记者 汪佳佳

诠释中国电影的象山力量
瞄电影象山频道上线

去象山影视城玩
别忘了上瞄电影来播报

整改后的电话亭整改后的电话亭

过去两个月
萧山街头67个公用电话亭
拨出上百个电话
谁在打？打给谁？

除了承载记忆
公用电话亭
还能干点啥？ 拆除老旧电话亭拆除老旧电话亭

磁卡电话磁卡电话

投币话机投币话机投币话机

2010 年以后，公用电话亭渐渐退出人

们的视野。

今年5月开始的公用电话亭大排查中，

不少老旧电话亭被拆除，重要地段的 38 个

电话亭亭体进行翻新，整体形象得到提升。

目前，提升改造基本结束。

“舍不得，真的舍不得，我们维修师傅前

两天还说满满的青春回忆没了，特别感慨。”

萧山电信公司公话管理员朱丽红说，自己的

工作和公用电话密切相关，现在打的人少

了，电话亭也消失了这么多，好像自己的青

春也走远了。

现在还有人用公话亭吗？

“有的。从统计数据上看，今年 6-7

月，萧山的公用电话亭产生了上百条话单，

其中拨打110报警电话的最多，其次是拨打

10000，然后是拨打 119 和 120 的。”朱丽红

说，还有几十条是拨打普通电话的，“说不定

是没带手机或者来杭打工的，公用电话亭能

在紧急的时候起作用。”

现状 拨出上百个电话 打110的最多

朱丽红是 1999 年入职的。她回忆说，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十部磁卡电话，全部装

在萧山各邮电局的营业厅。到 90 年代初，

有100部了，安装范围扩大到马路上的公话

亭、医院、学校等等；上世纪90年代初，磁卡

电话逐渐被投币电话和IC卡电话取代。此

时，萧山公用电话业务最繁忙：1600多个无

人值守的公话话机、600 多个公用电话亭，

遍布大街小巷。

朱丽红说，当时，匹配公用电话亭的是

传呼机，人们接到传呼都会第一时间找公用

电话回电，附近的公用电话亭就是最佳选

择。

朱丽红记得，学校，是安装公用电话最

多的地方，“一个学校很多部壁挂式公用电

话，下完晚自习后，学生们排队打电话。”

在那时候，市话5毛钱3分钟，长途8毛

钱 1 分钟，也不算特别便宜，但那个缺少通

讯工具的年代，它承载着人情往来沟通的使

命。

那时候，还有人靠着电话亭养家糊口。

朱丽红说，在萧山最繁华地段，有个书

报电话亭很特殊。经营电话亭的阿姨行动

不便，养育两个孩子。在她电话亭工作的，

也是个残疾人，“邮电局特批在她的电话亭

安装了两部磁卡电话。”

上世纪 80 年代末，阿姨成为当时萧山

邮电局的第一批有人值守的公话代办户，她

的书报亭也是萧山第一个磁卡代售点。靠

着卖卡，电话亭生意火爆。

过去 它是一代人的记忆 有人靠它养家糊口

除了打 110、120 之类的应急功能，萧

山电信公司最近也在思考，公用电话亭承载

着人们对城市发展的回忆，是城市文化的组

成部分。是不是能让公用电话亭承担一部

分的社会功能，比如改造成更有文化意味的

城市坐标呢？

因此，中国电信杭州分公司想通过小时

新闻向各位网友征集点子：如何才能更好地

发挥公用电话亭的作用？欢迎各位留言，提

出自己的创意。

未来 除了打应急电话 电话亭还能干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