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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个走天桥的“时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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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的报道，坚持不懈的引导，从
19

日到
27

日，不少市民都在环形天桥
的各个入口处见到了《信阳晚报》和由
本报记者组成的志愿引导队， 见到没
有走天桥的市民或者学生， 本报记者
会上前耐心劝导。 经过这段时间的宣
传和引导，初见成效。 在天桥的入口处
挂上了写有“为了您的安全，过马路，

请走过街天桥”的标示牌，走天桥的市
民也逐渐多了起来。 但是这些还是远
远不够的，俗话说“习惯成自然”，意识
不仅要存在， 而且要成习惯， 只有这
样，市民在见到天桥后，就会自觉地去
走，而不再需要旁人的引导，希望广大
市民能够以身作则， 用自己的行为带
动身边的人，自觉走天桥，让文明过马
路成为一种习惯，做个走天桥的“时尚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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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3

月
27

日， 本报持续推出
了以上八篇关于胜利路环形天桥的
报道，倡导市民不要让这座美丽的环
形天桥受“冷落”，而且在进行文字宣
传的同时，本报记者联合信阳市供水
集团公司，连续用一周的时间，在胜
利路环形天桥的各个入口处，引导市
民过马路走天桥。

27

日上午
11

时
30

分，正是学生
放学的高峰期， 不少细心的市民发
现，在环形天桥的各个入口处，多了
几个写有“温馨提示：为了您的安全，

过马路，请走过街天桥”的标示牌，不
少来接孩子放学的家长告诉记者，这
些牌子在头天接孩子放学的时候还
没看见，应该是今天早上刚刚安装上
的。

每个入口处三个标示牌，四个入
口处总共

12

个标示牌， 而且在人流
量比较大的几个入口，本报记者和信
阳市供水集团的工作人员，依然手拿
横幅，在对过往行人作引导。 从天桥
经过的市民告诉记者，通过这几天看
《信阳晚报》上有关三小天桥的报道之
后，再加上连续一周几乎每天都有人在
天桥入口处引导，让原本不重视天桥
的市民， 也对天桥的认识逐渐增强，

也逐渐养成了过马路走天桥的习惯。

李雨阳是信阳市第三小学六（

2

）

班的学生，她告诉记者，这段时间通
过《信阳晚报》对天桥的宣传，学校广
播经常都会播放有关于天桥的一些
事情，在进行安全教育的时候也说了
天桥这个问题， 鼓励让学生走天桥；

而且在班会的时候老师也会强调，说
走天桥安全还锻炼身体。

“老师经常给我们说， 放学的时
候车多，走天桥过马路就不用担心人
多拥挤，更不用担心跟桥下的车发生
碰撞了，这些都是出自对我们安全的
考虑。 ”李雨阳对记者说。

在李雨阳的身边还站着她的两
个同学， 她的两个同学告诉记者，在
学校老师会让他们走天桥，在家的时
候，父母也会教育他们，过马路走人
行天桥。 “我家里人这几天都在看《信
阳晚报》关于天桥的报道，而且老师
也经常发校讯通，说让家长要注重培
养孩子走天桥的意识。 ”李雨阳的同
学张帆对记者说。

站在靠近三小的天桥入口处的
信阳市供水集团公司的团委书记李
芳，正在对过往行人宣传走天桥的好
处，这是她一周来第四次到这里当引
导员了，本周一到周四，每到上午和
下午学生放学的时候，她都会带着单

位的几名员工来这里引导行人走天
桥。

“觉得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李芳
看着越来越多的人走天桥，欣慰地对
记者说，她告诉记者，刚开始的时候，

有的看到写有“请走人行天桥”的标
语，却依然不走；有的孩子想走，大人
却不让走，“现在这个问题基本上不
存在，不少家长现在主动带着孩子走
天桥，而且很多午托班的老师，都带
队让学生走天桥，那场面看着真让人
舒心。 ”

通过一个多星期持续的报道和
持续的引导，环形天桥逐渐被市民重
视起来，同时，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广
泛的关注，本报经常接到市民打来的
热线电话和来信，也提了一些比较中
肯的建议，其中一位鲁先生找到了本
报，并亲自送来了一份关于胜利路人
行天桥的建议书，他建议人行天桥应
设八个上下口；梯高约

12

公分，每梯
步约

25

公分，因想到小学生、老人等
特殊群体，他觉得应在路口向外约

30

米栏杆处封闭八个路口，另外，鲁先
生还建议桥上要设立不同的宣传板，

每半个月更换一次，来吸引市民的注
意，最好能在天桥上设座椅等其他休
闲设施。

� � � �

截至
3

月
27

日，本
报持续推出了以上八篇
关于胜利路环形天桥的
报道，倡导市民不要让这
座美丽的天桥受“冷落”，

而且在进行文字宣传的
同时，本报记者联合信阳
市供水集团公司，连续用
一周的时间，在胜利路环
形天桥的各个入口处，引
导市民过马路走天桥。

核心新闻

核心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