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停车位里看品德
在所有交通参与者中，机动车相比于行人和非机动车是“强势”一方，理应承担更

多的礼让义务。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对“车让人”也有明确规定。因此，“车让人”既
是法律的强制要求，也是文明的底线。

斑马线就是交通文明最直观的载体。对于我市大多数驾驶员来说，在斑马线前礼
让行人，已渐渐成为一种习惯。这一文明的种子随风飘洒，播到了每个市民的心中。
如今，小小的斑马线俨然成为“城市文明”的风景线。目前，全市公交车、出租车、私家
车都能自觉做到文明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司机贺鹏江说：“礼让斑马线行人，这种做
法我们驾驶员非常赞同。因为一座城市的文明与自觉遵守法规是分不开的，我也希望
广大市民能够从斑马线上行走，遵守交通法规，让我们的交通畅通、城市精神文明建设
得更好。但是，作为司机，礼让行人的时候我也遇到过一些问题，比如，车辆行驶至斑
马线时候，突然出现在斑马线的行人会让我们这些司机‘措手不及’。”

在倡导“车让人”的同时，行人和非机动车也必须依法约束自身行为，毕竟所有的
道路交通参与者都是交通文明共同体的一员。说到底，车辆和行人都是拥有路权的主
体、享有通行的权利，也意味着要尽礼让的义务。“斑马线礼让行人”的规定，并不意味
着任何一方权利的缺位，相反是通过对路权归属的界定，涵养权责明晰的马路文明。
从另一方面来说，你上一秒或许是驾驶者，下一个路口可能就化身行人。因此，车主与
行人都应学会换位思考，相互礼让才能让斑马线变成安全线。

遵法纪、守底线，既是守护生命安全的基本要求，也是提高交通出行效率的前提条
件，更是车主文明素质的体现。

礼让看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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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交通乱象 维护城市文明窗口

生活水平提高了，车辆、行人数量与日俱增，交通事
故发生率也随之增高，给交管工作带来了极大压力。而
提升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意识，才是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率
的有效手段。

当前，虽然各地道路交通事业迅速发展，但人、车、
路矛盾还是比较突出，影响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大量存
在。交通参与者自身因素是市民缺失安全意识的最主
要原因。一是自身法制观念淡薄，一些人甚至明知故
犯，对遵守交通法规“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
不要”，对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无知无畏；二是道德
观念模糊，有些司机和行人一到路上，就会改变行为方
式和处世态度。开“英雄车”“斗气车”不觉愧疚，走“人
行道”“机动车道”随心所欲，对于造成的交通堵塞，给他
人带来的不便，没有一丝愧疚；三是社会责任感缺失，部
分行人或非机动车驾驶人，以及某些驾驶员开起车来，
缺乏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的尊重，为了抢两三秒的时间，
就把责任、安全、家人统统抛到脑后，为所欲为、不计后
果。违法者头脑一热的错误选择，轻则造成道路拥堵，
重则可由一念之差，顷刻间酿成车毁人亡的惨剧。

行人的安全意识薄弱，才敢拿生命开玩笑。而如何
提高行人交通安全意识，应该从根本原因去分析，即从
驾驶人及行人两个群体，以及环境影响与交通参与者自
身因素入手。应加强交通法规知识的宣传力度，提升全
民的安全意识。加强对行人的交通法规宣传，通过各种
渠道不间断地向行人灌输交通安全意识，从而达到凡是
参与交通之人均能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之目的。只有形
成一种人人愿管、人人皆管的良好交通氛围，才是达到
文明交通的重要手段。

人作为使用道路的主体，其整体素质的高低直接决
定了城市交通的整体状况，而顺畅、文明的交通环境，不
仅美化了一座城市的形象，而且还对推动城市的各方面
建设起到促进作用，提高交通参与者安全意识这项工
作，不仅是阻止事故多发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提高交
通管理效率的不二之选。以往市民的文明需要“有人
管”这根“拐杖”，现在如果离开“拐杖”，“城市文明”还能
不能独自上路？上文提到的这些公交车站点的有些乘
客自觉排队上车固然算不上惊天动地的“新闻”，但毕竟
透露出了一条足以令人欣喜的信息——文明已经开始
摆脱扶持它的“拐杖”前行了。或许被人管着是对自觉
性的一种否定，告别“拐杖”才是真正的文明。

告别“拐杖”才是真正的文明

·评论·

行人是“弱者”，极易受到伤害。我们常说弱者值得同情，但不代表弱者都是对的。
法律保护弱者的合法行为而不保护违法行为，但偏有行人不甘“示弱”，闯红灯、跨越隔
离护栏、过马路不走斑马线、随意行走在机动车道……这些交通违法行为，往往给自己
带来致命的危险，酿成交通事故的悲剧。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宣传车辆“礼让斑马线行人”，但也有不少司机反映，车辆礼让
了，可是有些行人却慢悠悠过马路，有的还边走边玩儿手机，其实“礼让斑马线”，最终应
该做到“车让人，人快走”。不仅如此，有些人上了路就我行我素，有的闯红灯、有的过路
口肆意横穿，把法律抛之脑后。比如，有行人在等待红灯时缺乏耐心，绿灯还没有亮起
就已经“迫不及待”，或者“走错道”不走人行横道，随心所欲地穿插在车流之间与车辆

“斗智斗勇”，殊不知这样的行为是将自身置于危险之中，毕竟人身怎可与车辆“硬碰
硬”？

究其原因，是行人的安全意识不强、文明意识淡薄、受盲从、侥幸、漠视等心理作用，
才会演变成不让行、不怕车、毫无顾忌的交通陋习。因此，行人都应该主动提升自我安
全意识，文明出行、守法出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行人通过路
口或者横过道路，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通过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应当
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人行横道的路口，或者在没有过街设
施的路段横过道路，应当在确认安全后通过；不得跨越、倚坐道路隔离设施，不得扒车、
强行拦车或者实施妨碍道路交通安全的其他行为；学龄前儿童以及不能辨认或者不能
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疾病患者、智力障碍者在道路上通行，应当由其监护人、监护人的
委托人或者对其负有管理、保护职责的人带领。盲人在道路上通行，应当使用盲杖或者
采取其他导盲手段，车辆应当避让盲人。

行人出行都应该加强交通文明意识和遵章守纪的法治观念，树立遵守交通规章制
度的法律意识，使安全出行成为每个人的共识，人人参与，努力构建安全、畅通、文明、和
谐的道路交通环境，做到文明礼让出行，让交通安全长相伴。

公交文明是关系一座城市“脸面”的大事，是城市对外形象和窗口。排队的内涵是
市民对文明秩序的一种遵守，更是城市文明的体现。排队上下车看似一个简单的行
为，对于一座城市而言，却是衡量文明程度的标尺，反映出市民的文明素质，对建设文
明社会和“美丽辽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往公交车前门一打开，乘客蜂拥而上，你推我搡，“一窝蜂”拥上公共汽车，甚至
会因拥挤发生口角，这样的场景在部分公交站经常上演。推搡着上公共汽车，不仅乘
车人备受其苦，也有违“文明城市”的形象。在口语中，许多人管乘公共汽车叫“挤公共
汽车”，这一个“挤”字道出了很多人的无奈。排队乘车本是天经地义的事，然而，在没
有公交工作人员维持秩序的情况下，能不能自觉地排队上车，却成了对“城市文明”的
拷问。市民李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作为我市市民，我非常支持上车排队，一是不给
小偷可乘之机，二是可以给老弱病残孕和带小孩儿的乘客提供帮助，三是可以展示我
们辽源的整体形象。虽然相关部门也采取了许多改善站点秩序的措施提倡大家排队
乘车，但还是有人该挤还是挤。真心希望所有线路乘客都能形成自发排队的习惯。因
为，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是乘客自己。当一部分老乘客接受了秩序的建立，并且坚
持遵循，也许就可以带动一批新乘客效仿。”

如今，在“城市文明”不断发展的今天，我们能够看到一些车站没有栏杆、没有监
督、没有提示，但每一个乘客都会自觉排队上车，形成了一道文明乘车风景，多个公交
车站登上媒体，文明乘车蔚然成风，所见所闻令人欣喜。有市民感叹：“最近我感觉乘
车秩序比以前好多了，大部分市民都能排队上下车，一些老人和孩子上车后，如果没有
座位，年轻人会主动让座，如今出门坐公交真是一种享受。”

有学者认为，有些东西一旦形成习惯、形成文化，一定会产生强大的力量，逐步唤
醒公民的公共意识，形成星火燎原之势。比起一些城市热衷炒作的“速成风景”，市民
百姓更愿意领略这种看得见、感受得到的文明素养。

乘车排队显素养

《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规定，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禁止在人行道上停放机
动车，但是按规定施划的停车泊位除外。在道路上临时停车的，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
人通行。那么，在施划的停车位上，怎样才算规范停车呢？

采访过程中，一名司机把车停在了百乐后院的通道一侧，有其他车主立即过去提
醒。“我就停两分钟，马上就走。”不论怎么劝说，司机都不肯把车移走，并迅速锁车离
开。很多人都以“就停两分钟”为理由将车停在线外。“因为挡了其他车辆的路，我们常
常不得不调监控，查看挡道车主的行踪，或者报警，请警方协助找人。这些车压线停车，
很容易被路上行驶的汽车和骑车人剐蹭，其实司机完全可以将车停好，不知道为什么偏
要差这一点。还有一些人，为了图一时方便，选择马路或者便道等公共区域作为‘便利
停车场’，方便了自己，却给别人添了无数麻烦。”谈起违规停车，很多车主一肚子苦水。

记者调查发现，学校、医院、商圈周边，往往是乱停车的“重灾区”。每天早上一实验
路段都会变得拥挤起来，接孩子的车辆在只有双向两条车道的路两侧排起长龙，记者数
了数，总共有30多辆。道路骤然变窄，过往的各种车辆艰难通行，直到学校开始上课，
情况才有所缓解。还有大部分单位车位有限，一些开车来办事的人常常选择将车临时
停放在该单位门口的道路上。但在非禁停道路上临时停车有些地方需要注意，可以靠
右侧顺向停车，依次停放，不能因为没有禁停标志就随意停车，应紧凑并保持车距。无
论哪种情况，规范停车的大原则，都是停车紧凑并保持车距，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司
机应把车辆整车停在停车位上，不能压线，即常说的停车入位，另外要顺向停车。

一般情况下，如果遇到驾驶人停车不规范，交警一般会在附近寻找，或者通过警务
通查询驾驶人信息，对其行为给予现场纠正或电话指正。另外，车辆不乱停、乱放，交通
秩序则不混乱，关键还是司机不能有侥幸心理，要与人方便与己方便。文明停车体现的
是一个人的品德、一种社会公德，停车的时候也替别人考虑一下，换位思考，这样才会避
免纠纷。

如今，机动车保有量和驾驶员数量迅速攀升，这要求全社会除了要有完善的交通规则体系，交通参与者也需要具备基本的
文明素养。行人闯红灯、乘车不排队、随意乱停车……交通安全意识不足是一个群体性问题，也是交通安全教育年年强调的根
本原因。从表面上看，斑马线界定的是人与车之间的先后次序，但实际上协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构建的是整座城市
的文明秩序。

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往往体现在交通这个城市窗口上。为何一位老人在斑马线上鞠躬致意的视频可以感动无数人？因
为，这是老人用最传统的方式，向社会传递出感恩、礼让的素养。发生在斑马线上的温情瞬间，彰显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
尊重。因此，城市文明是由内而外显现出的修养，无论有无摄像头或交警，我们都应做到文明出行、遵纪守法、互相礼让；城市
文明要一直存在于城市的每一条大街小巷，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在当前文明程度短期内还达不到大家内心的期待标准
时，我们应先从日常点滴的文明遵守中做起，树立全社会的交通文明意识和遵章守纪的法治观念，树立遵守交通规章制度的法
律意识，切实提高市民文明素养，使安全出行成为每个人的共识，人人参与，努力建设一个安全、畅通、文明、和谐的交通环境，
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维护城市文明窗口。

“六乱治理”之交通篇

规矩出行重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