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马路走天桥，平安你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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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办事处党员服务中心主任 谢芳：

前些日子骑电动车路过那里， 觉得这座

天桥建得真好看， 就想着下次走路的时候一

定要从上面走走。

后来带着孩子出去玩的时候， 特意从上

面走了一圈，觉得走天桥过马路确实不错，不

拥挤，也不用跟电动车汽车抢道了，而且从上

面走走也好，还锻炼身体了。

走天桥过马路以我的正常速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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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左右 ， 可能不少人都觉得时间有点长 ，

所以不少人还是愿意等着红绿灯 ，走斑马

线过马路 ，大人自己单独过马路应该是没

什么问题 ，但是我见到不少小学生自己单

独过马路 ，在车流量最大的高峰期 ，让人

看了都觉得胆战心惊 。 为了自身安全考

虑 ，我会教育我自己的孩子 ，如果从步行

街路口走的时候 ，应从天桥过马路 。 也希

望家长，老师对孩子多多引导，让孩子从小养

成走天桥过马路的良好意识。 同时告诉孩子，

要爱护天桥设施、 维护天桥卫生， 做到不乱

扔、不乱画。

民权办事处社会居委会主任 刘士如：

应在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各大院校中

间共同发起“关爱生命，从走过街天桥开始”

的交通安全倡议活动 。 在倡议活动中 ，学

校要和交警部门在校园内设置签名活动

展台 ，号召过往学生在宣传横幅上踊跃签

名 ，以签名承诺的形式，使其认识到行走过

街天桥的重要性，从而形成文明、良好的安全

出行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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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交通不能

总靠别人提醒

行人横过马路不走天桥， 一直

以来就是个不易协调的大难题。 赶

着上下班和周末高峰期， 拥挤混乱

的场面更是常见， 在三小路口上岗

的协管员徐大姐告诉记者：“有路人

过马路， 我们都会热情劝诫他们走

天桥，有些路人会理解，而也有不少

路人表示，赶时间上班，不能再爬天

桥下天桥，更有路人甚至置若罔闻，

当作没听见只管接着走。 ”

值勤交警严先生也告诉记者，

有时候看着车辆直接和行人擦着身

子过，都替他捏一把汗。 连日来，本

报记者来到路口服务， 一定程度上

也缓解了他们的工作压力， 记者们

热情的态度也起到了疏导交通的作

用。但提起文明交通，不能总是靠别

人提醒， 还是希望市民能够从我做

起，不要横穿马路。

横穿马路与车辆赛跑， 赢了是

一时的侥幸， 输了便是一生的痛

苦 。 希望所有人能自觉遵守交通

规则 ， 让文明过马路成为一种习

惯，别再让城市的人行天桥成为“摆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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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因文明而精彩， 城市因文明而

美丽。文明是一种行为规范，是一个城市

综合素质的体现。近年，市创建省级文明

城市，市民素质大大提高，城市的整体风

貌大力改善， 但仍有个别不文明现象存

在，成为社会的不和谐音符。作为考验出

行文明的“试金石”，过街天桥常常很能

凸显一个城市以及市民的文明程度。 本

报连续多日刊发了 《不要让人行天桥受

“冷落”》的系列报道，引发了很多市民的

热议，多数市民认为，胜利路环形人行天

桥是我市的惠民工程， 其修建的目的就

在于缓解胜利路与东方红大道交叉口的

巨大交通压力，但自年初投入以来，行人

不愿行走， 人车无法分流， 利用率十分

低。放着现成的天桥不走，既造成了资金

的浪费，又不利于提高城市交通效率。记

者在采访一些市民时，他们表示，路在脚

下， 文明也在脚下。 没有大家的出行文

明，也就没有我们整个城市的文明。我们

每个人都应从自己做起，走文明路，做文

明人。

过街天桥没人走是习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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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江英：

修建过街天桥， 是为了缓解

路口交通压力， 同时增加行人过

马路的安全系数。 但是现在很多

行人不愿舍近求远， 这便造成了

一定的资源闲置 。 真正要解决天

桥利用率低，横穿马路存安全隐

患 ，还是需要在加强管理的同

时提升市民的素质 。 只有市民

的整体素质上来了， 横穿马路现

象才能减少。

不管走的人多少

,

过街天桥都

是应该存在的。 国外的城市建设

中

,

过街天桥是必不缺少的环节。

不是没人走过街天桥

,

而是人们没

有养成走过街天桥的习惯。 过街

天桥反映的不是建设问题

,

而是

一个习惯问题。

民权办事处红太阳社区居委

会 周超琴：

这座天桥的设计就是为了缓

解城区的交通压力， 为了让市民过

马路的时候安全方便， 所以不管

市民是去逛街还是接送孩子，都

应该走天桥过马路。 我会从我做

起，带动我身边的人，让他们都走

天桥。

有些人不愿意走天桥， 因为觉

得绕远了， 觉得丁字路口有红绿

灯，还有斑马线，为什么不能走；

还有的人走天桥可能就是没事，

或者觉得天桥没建好， 新鲜，想

上天桥看看风景 ， 等新鲜劲儿

一过 ，就不会再走天桥了，所以

政府应该也多加引导， 多加宣传天

桥设立的初衷，让步行的市民都能

形成意识 ， 过马路走天桥 ，或

者去桥下的路口实行管制，多

备一些工作人员引导市民走天

桥，久而久之让市民养成习惯。

天桥周围的配套设施应更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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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办事处组织委员 刘玉鹏：

宁走三步远 不走一步险。 为了缓解交通

拥堵，也为了尊重人的生命考虑，市民应该走

天桥过马路。 首先要正面示范，加以引导，逐

步让更多的人遵守交通规则。

在步行街的街头应该设置交通隔离防护

栏，让行人不能随便横穿马路，要是电动车，

自行车，或者其他车辆需要同行，可以在离天

桥稍远一点的地方留个栅栏口， 以便车辆绕

行。

市民 胡雪侠：

天桥尽可能连接公交站台 ， 路中间一

律设置隔离护栏 ，竖立 “文明出行 ，请走天

桥 ”的提示标 语 。 加 强 宣 传 引 导 工 作 和

人 员 管 理 ， 在 短 期内可以配专门的交通

协管员，引导行人，并对严重违规者进行处

罚 ，从而促使市民逐渐养成走天桥的习惯。

越来越多的行人开始主动走人行天桥。 本报记者 吴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