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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天桥的习惯需要全体市民共同来培养
本报记者张方志

从目击现象到查找原因，从提出
问题到搜集建议，从罗列解决方法到
路口现身说法……拿起近期的《信阳
晚报》， 您会发现我们已经针对三小
环形人行天桥受“冷落”的现象进行
了连续一周的关注和报道。

3

月
24

日，信阳晚报社又出动了从记者到总
编辑的几乎全体工作人员到人行天
桥现场，提醒广大市民请走天桥。 如
此大动干戈和人行天桥“杠上”，并非
是我们没事可做，而是我们实在不忍
看见政府出巨资打造的便民设施备
受冷落，更不忍目睹广大市民弃人行
天桥这个绿色生命通道于不用，非要
将自身置于车水马龙之中，与危险并
肩奔跑。

不忍， 所以我们才会有所行动；

既然要行动， 那么我们就会不遗余
力。让走人行天桥成为广大市民有意
识的行为并逐渐变成生活中的习惯，

是我们推出此组策划的终极目标。可

以预见的是，仅凭一组策划，甚至是
信阳晚报社全体工作人员现身说法
来达成这个目标， 显然是不可能的。

营造走天桥的氛围和习惯，需要全体
市民共同完成。

好在，经过我们一周多时间的努
力，形势正在慢慢好转。 在我们的倡
议和提醒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走上
人行天桥，越来越多的单位和个人开
始加入我们队伍中， 承担起现身说
法，现场提醒的责任。 尤其是附近几
所小学的学生，他们如今已经将行走
人行天桥当成每天的功课来做。 昨
日，第三小学五（

2

）班的学生翟蔚带
领全班同学写下倡议书，号召全市人
民走人行天桥，改变出行习惯，分解
城市交通压力，孩子们的主动加入让
我们看到了希望，也倍感欣慰。

欣喜的同时， 我们也看到了艰
难。 记者经过现场观察发现，不少大
人在走人行天桥这件事儿上，不仅不

支持孩子， 甚至还充当拖后腿的角
色，当孩子要走人行天桥时，大人硬
是将他们拉走抄近道儿。 俗话说，家
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长理应成
为孩子的榜样、楷模，现在却逼着孩
子形成坏习惯，这实在不应是榜样所
为。 在走人行天桥上，孩子们已经走
在前面，已经成为榜样了，我们这些
大人还有什么理由不走吗？

在外人面前， 我们常说很幸福，

原因是我们的生活节奏缓慢，方式休
闲。的确，在人生的旅途中，缓慢的节
奏带来的不仅是安全，还能领略沿途
风景。 所以，当您放弃抄近路的快节
奏想法， 进而走上天桥绕道“远行”

时，你或许会发现那些从未见过的景
致，远处的行人，脚下的汽车，还有那
高处新鲜的空气，这些都会让你感觉
走人行天桥其实也是一种享受。 所
以，行动吧，让我们共同来营造人人
走天桥的氛围。

看到努力有成效
我们觉得很有价值
� � � �

两次的努力，两次的效果，本报记者和市供
水公司的志愿者都感觉到自己的行动很有价
值。

“开始我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好的效果，想着
可能会有人不配合，结果大家看到横幅，基本上
都选择走天桥，我觉得很高兴。 ”本报见习记者
韩蕾说。

“效果还不错嘛，是不是可以将我们的标语
印在桥上呢？ ”记者黄慧提议。

“这是市里的项目，看到我们这次的行动有
这么多人配合，交通秩序井然，我觉得我们的行
动很有价值。 ”市供水公司志愿者、团总支委员
李芳表示。

在行动中，本报记者也听到了一些建议，在
此也与大家共享，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考虑。记者
综合了一下，意见主要为三个。

1.

在东方红大道
上设置部分护栏，让行人走天桥；

2.

学校发出给
家长的信，让学生做家长的工作，自觉走人行天
桥；

3.

三小给不同的班级设置不同的接送区域，

避免家长无序等待。

本报记者与供水公司志愿者
规劝行人走人行天桥

“信阳晚报提醒：请走人行天桥！ ”“为了你
的生命安全，请走人行天桥！ ”

3

月
24

日早上和
上午放学时分， 这一条条的标语和横幅出现在
市区东方红大道的三小天桥下。

“小朋友，请走天桥好不好？ ”这一声声善意
的规劝，不时出现在三小天桥下的每一个角落。

3

月
24

日，本报在连续五期推出“不要让
人行天桥受冷落”的系列报道之后，组织本报记
者前往三小天桥实地规劝行人走上人行天桥，

从普通记者，到晚报总编、党支部书记都参与了
此次活动。与此同时，市供水公司的员工也积极
响应本报的号召， 派出了志愿者与本报记者一
道规劝行人。

24

日早上
7

时
20

分， 交通高峰期前几分
钟，活动正式开始。 考虑到上学、上班的高峰期
即将到来和三小人流量的特点， 记者和市供水
集团有限公司志愿者分成了

8

个小组， 每个小
组负责一个角落， 并有重点地充实南面两个出
入口的人力。

7

时
30

分开始，路口的人流量开始多了起
来， 看到本报记者和市供水集团有限公司志愿
者打着的规劝行人走天桥的横幅， 不少人都自
觉地走上了天桥。

“小朋友，请走天桥好不好？ ”本报见习记者
周静在天桥的西南角入口， 看到有学生背着书
包要穿马路，急忙将他招呼过来。

“你好，请走人行天桥！ ”市供水公司的员工
也在不停地规劝欲穿越马路的行人。

7

时
50

分左右，学生流过去了，路面也不
再那么拥挤。 在本报记者和市供水公司志愿者
的努力下，人行天桥显得比较“忙”，而由河勤
务大队民警指挥交通的路面压力相对小了许
多。

20

分钟的时间里，整个路口秩序井然。

上午
11

时
20

分， 本报记者再次与市供水
公司的志愿者走到天桥下，规劝行人。

“在你们的努力下，路面的压力确实小了很
多！ ”该路口一位协警看到人流量减少，抽空说
出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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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本报记者和市供水公司志愿
者的规劝，绝大多数人用行动表达了支
持。

本报记者和市供水公司的志愿者
分成了两部分：拉横幅规劝的和机动规
劝的。 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学生和家
长看到横幅，自觉走上了天桥；也有一
部分学生和家长看到横幅很快转向，改
穿马路为走天桥；还有一部分学生和家
长在本报记者和市供水公司志愿者的
规劝下，走上了天桥。

“你们俩，怎么跑上去了？ ”

24

日早
上

7

时
45

分， 一位老奶奶的声音吸引
了记者的注意力。 记者看到，两名小学
生已经跑到天桥的第一阶平台，听到老
奶奶的叫声，俩人停止了脚步，并教育
起了这位老奶奶：“大家都让我们走天
桥，老师也说让我们走天桥！ ”老奶奶最
终没拗过俩孩子， 任其从天桥过去了，

由于腿脚不方便，这位老奶奶从路面穿
过。

“你这孩子，我急着上班，你还要走

天桥，急人不急人？ ”又一位家长带着孩
子想要从马路穿过，这位小学生看到本
报记者的横幅，也将妈妈硬生生拉到了
天桥上。

记者注意到，在本报记者和市供水
公司志愿者的努力下，超过

90%

的行人
在穿马路时都选择了走人行天桥。

“你们这样做，确实不错，早就该这
样做了！”

24

日
11

时
40

分左右，一位中
年人已经走上天桥，又转过身来朝本报
记者竖起了大拇指。

行动得到了市民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