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吴楠周亚涛实习生陈革荣李鹏程

采访手记
人行天桥为什么没有行人？

人行天桥又称人行立交桥，一般建造在车流量大、行人稠密的地段，或者在道路交
叉口、广场及铁路上面，按照规定，人行天桥只允许行人通过，是用来保障行人安全穿
越路口的便捷设施。 然而，我市市区的两座人行天桥上却鲜有行人通过，“上下楼梯很
麻烦”、“浪费时间”、“直穿马路能省事儿”……采访中，市民不走天桥的理由各式各样。

随着全国各地都在治理“中国式过马路”， 很多不文明现象也渐渐展现在公众眼
前。 近日，某地有位大妈乱穿马路被交警拦了下来，大妈却理直气壮地教育起交警来，

时间是很宝贵的，每天多绕几百米，人生很大一部分时光就都荒废了。 此语一出，瞬间
红遍网络，这位大妈的话乍一听，确实道出了很多城市道路设置的不人性化，一时间也
让很多人拍手叫好。但是，静下心来，仔细想想，每天走路多绕几百米是为了安全着想，

排队多等候几分钟是为维护公共秩序出力，难道这能叫做“荒废人生”？

市政设施固然需要更人性化，但是人心的浮躁也该好好降降温。 每天多花点时间
遵守社会秩序，看似耗费了时间，其实是实现了效率的最大化。 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
圆，只有你我都去维护遵守社会秩序，我们的生活才会更加文明、便捷。

市三小门前人行天桥：

1

小时仅
5

人通过
� � � � 7

月
26

日上午
10

时左右， 记者来到
了市三小门前的人行天桥蹲点守候， 此时
的人行天桥空荡荡的，没有一个行人通过，

与旁边红绿灯十字路口人流、 车流不息的
人行横道比起来， 人行天桥显得尤为“寂
寞”。

等了
20

多分钟后，记者才发现了第一
个“过客”，一个八九岁的孩子。 “平常过学
校门前的马路都是从天桥过的， 妈妈嘱咐
我，这样比较安全。 ”小家伙腼腆地说道。

又
10

分钟过去了，记者才在人行天桥
上发现了第二个行人， 不过是附近路段的环

卫工人，上去清扫了地面，转身又下来了。

在记者蹲点守候的整整
1

个小时内，

仅有
5

人经过人行天桥， 而附近人行横道
通过的人则不计其数。

为何不选择更加安全的人行天桥过马
路呢？ 记者采访过路市民得到的答案也是
多种多样的。

“天气那么热，过人行天桥还要上下楼
梯，太费劲了，我一般都不走天桥的。”撑着
太阳伞在路边等候绿灯的王女士这样说
道，“旁边就有直行的人行道， 等绿灯也就
40

秒的事，何必要绕远路呢？ ”

同时也有市民向记者反映， 人行天桥
上比较脏， 气味难闻也是他们不愿意走的
原因。 “人行天桥上面都挂着巨幅广告牌，有
些市民不注意个人形象， 随意在桥上大小
便，将天桥弄得又脏又臭。 ”市民赵先生说
道，他就曾在晚上看见有人在天桥上方便。

人行天桥附近的交通协管员告诉记
者，即使是上下班高峰期，天桥上也是“人
烟稀少”。也只有在市三小学生上学和放学
期间，才会有部分小学生走天桥。他们在此
也呼吁广大市民， 尽量选择走人行天桥，

“虽然绕得远了点，但毕竟安全。 ”

500 岁的“树爷爷”银杏受市民膜拜

园林部门：祷告请别焚香

信阳消息（记者张方志）近日，记者
在走访中发现，部分市民对文化街和解放
路交叉口处的那棵年龄已近

500

岁的古银
杏树产生了膜拜之情， 并且为了表示虔
诚，有人还对着这棵“树爷爷”焚起了香，

烧起了纸。 对此，市园林部门提醒广大市
民，膜拜古树，寄托精神是个人行为，别人
无权干涉，但在树下焚香烧纸不仅对古树
生长不利，而且也有悖于目前正在倡导的
以“讲文明、树新风”为主题的文明城市建
设，所以对此行为，应该持否定态度。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市民对解放
路和文化街交叉口处这棵古银杏树产生
膜拜的现象，其实很早就有了。 “很多人，

尤其是一些老人每天早上在经过这棵树
的时候，都会拜一拜。 他们说古树有灵，拜
拜它以求平安幸福。 ”一位经常在早上经
过这里到河公园健身的市民告诉记者。

7

月
24

日早上
6

时
30

分， 记者在解
放路和文化街交叉口处这棵古银杏树旁
蹲点采访。 不一会儿，一位年龄大约

60

岁
的阿姨走到这棵银杏树旁站定，然后双手
合十， 微闭着眼口中念念有词地对着银
杏树祷告。 “您拜这银杏树有什么讲究
吗？ ”当这位阿姨拜完银杏树准备离开
时，记者跟上去和她攀谈道。 “哦，我这
是在拜白果大仙，希望他保佑我弟弟平
安。 弟弟现在生病住院了，我现在能做的
就是希望他早日康复。 这不，赶早到这来
祷告一番，其实就是一种精神寄托。 ”阿姨
口气和蔼地对记者说道。 据这位阿姨介
绍， 她每天早上都去河公园锻炼身体，

每当经过这棵古老的银杏树， 只要她记
得，她都会上前拜一拜，祷告一番，期盼家
人平安幸福。 “很多人都和我一样，时常对
着这棵‘树爷爷’拜拜，有人甚至还在树上
拴上红绸子，上边再写上一些祝福的话语。 ”

的确，记者在这棵古银杏树上确实看
到了几段写有字迹的红绸子，有人甚至在
为了保护这棵古树而树立的铁栅栏外放
置了一个一次性水杯， 杯里装着沙子，沙
子上依稀可见烧剩下的几根香。

信阳市园林局园艺科的闫科长告诉
记者，解放路和文化街交叉口处这棵古银
杏树在

10

年前的记载中就已经
482

岁，如
今接近

500

岁，是我市重点保护的古树之
一。 “银杏树，是世界上十分珍贵的树种
之一， 是古代银杏类植物在地球上存
活的唯一品种， 因此植物学家们把它
看作是植物界的‘活化石’。 在我国，

关于银杏树，流传有银杏树为保护寺院而
被玉皇大帝封为白果大仙的传说。 因此，

很多地方的人们都将古老的银杏树当成
一个精神的寄托物来进行膜拜。 但是，因
为这些古树本身相当珍贵， 所以很多地
方都对一些古老的银杏树采取专门的
措施进行保护，我市也一样，很多古老
的银杏树都被栅栏围起， 以免遭人破
坏。 ”闫科长说，“把古树当作精神的寄
托物是个人信仰问题， 我们无权干涉，但
是在对这些古树进行膜拜时，最好不要焚
香烧纸， 因为这可能会对古树的生长产
生不良影响。 同时，这种焚香烧纸的做
法， 也和今天我们倡导的建设文明城
市的理念背道而驰， 因此我们不提倡
这种做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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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天桥

身在闹市行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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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不少市民向
本报打来热线称，市区两
座人行天桥成了“摆设”，

选择过天桥的行人很少，

对此本报派出记者，兵分
两路，分别前往东方红大
道市三小门前和京汉街
的两座天桥实地采访。

一位市民正在解放路和文化
街交叉口处的古银杏树下祷告

京汉街路口人行天桥：就近选择，咋近咋走
当日上午， 记者也来到了刚投入使用

没多久的京汉街人行天桥， 这里的情况跟
市三小门前的天桥有点不同。

在
10

分钟内，记者发现从青龙街前往
京汉街的行人都会从人行天桥通行， 而从
市第一人民医院方向前往京汉街的行人都
会走人行道， 则很少有人会绕道到

100

米
远的人行天桥上。

此外， 记者还观察到京汉街人行天桥
上方的人行道上的绿灯仅有

20

秒，很多从

市第一人民医院前往对面的行人都是匆匆
走过斑马线， 如果慢悠悠地过马路，

20

秒
钟极少能有人通过人行道。

面对记者“为何不走人行天桥过马
路？ ”的询问，匆匆跑过人行道的张先生告
诉记者：“我从市第一人民医院到京汉街，

走斑马线比较近，再说大夏天不愿爬楼梯，

望着人行天桥一层层的台阶都迈不开脚
啊，还是习惯走斑马线。 ”市民李女士则告
诉记者：“烈日下走人行天桥太晒了， 天桥

上光秃秃的，要是上面有个遮阳篷，我愿意
从天桥上走。 ”

而经常穿行于京汉街和天桥街之间
的铁路职工周先生告诉记者， 很多时
候大家过马路都是采取就近原则， 咋近
就咋走，从人行天桥走虽然绕远了一点，但
是很安全， 这地方每天的车流量都很
大，横穿马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大
家不走人行天桥， 还是因为安全意识
不到位。

寥寥无几的行人从京汉街人行天桥上通过

一位环卫工人在市三小门前的天桥上打扫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