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盛丽 白莹 文/摄

“红灯停， 绿灯行， 过马路要走斑马线……” 这是基本的交通规则。 但
是， 在现实生活中， 行人闯红灯、 司机不主动避让行人、 非机动车不按照车道
行驶、 开车变道不打转向灯等交通行为上的陋习仍然存在。 怎么才能让道路交
通更规范？ 怎么才能让行人和驾驶员都养成良好的交通习惯？ 对此， 相关部门
正在行动， 通过更多新颖方式来帮助市民文明出行。

礼让斑马线，“让”出文明

场景一
“大部队” 集体闯红灯

5月13日中午 ， 记者在天坛
西门路口发现， 遵守交通规则、
按信号灯指示过马路的非机动车
与行人， 与随波逐流一起闯红灯
的 “大部队” 相比， 实属凤毛麟
角 。 当对面的信号灯还没有由
红色变成绿色的时候， 路两边的
非机动车辆与行人都已经迫不及
待地前进了 ， 有从公园出门推
着孩子回家的， 有骑电动车的，
有手挽手走着的情侣……大家很
淡定地在红灯的情况下集体穿
过马路 ， 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
妥， 反而一位唯一留下来等红灯
的小姑娘， 看到自己被 “剩” 在
了斑马线上以后， 似乎觉得自己
“掉队 ” 了 ， 赶紧大步跑过去 ，
跟着 “大部队 ” 在红灯中走到
了马路对面。

一位30多岁的妈妈用自行车
推着坐在后座上的女儿， 眼看着
路灯就要变红 ， 可她还是推着
车子急急地朝马路对面走去， 刚
走到路中间， 对向的车辆已经行
驶过来 ， 一辆接一辆的车从她
们前后擦身而过， 被夹在车流中
的母女俩让人看着都揪心。

在记者观察的半个多小时内
看到， 当红灯亮起， 很多行人在
等候区呆了不到10秒钟 ， 就有
人试图往前走。 遇到驶过来的车
辆， 这些行人索性直接停在马路
中央 ， 不少汽车甚至公交车被
“夹击 ” 在行人和电动车当中 ，
以 “龟速” 驶过路口……

场景二
凑够“人数”车辆才减速

记者在街头采访时， 不少市
民表示在无信号灯路口过斑马线
时， 大多数车辆并没有优先让行
人通过， 大家凑堆儿过马路也是
无奈之举。

临近中午， 在刘家窑东南路
口， 记者观察到， 两位老人在经
过斑马线过街时， 有十几辆车通
过斑马线， 其中公交车不避让、
出租车不避让、 私家车不避让，
有的非但不避让 ， 连减速都没
有 ， 快速通过 。 这让老人很害
怕， 只好在斑马线上苦等， 最后
渐渐地凑够了一拨人， 大家一起
走， 才逼停了部分车辆， 他们一
路小跑着过了斑马线 。 从上午
11:30至11:45， 通过路口的各色
机动车没有一辆主动避让斑马线
上的行人。

“在马路上， 行人是更容易
受伤的弱势群体， 所以， 无论是

否是红灯 ， 机动车都应该让行
人。 与此同时， 诸如道路、 红绿
灯等交通安全设施的设置也应该
更加人性化 ， 不能单纯以机动
车为重， 应更多考虑行人和非机
动车的诉求。” 采访中， 一位退
休教师告诉记者。

【做法】
手语操
引导行人文明过马路

对于行人们不遵守交通规
则， 不看交通信号灯的做法， 不
少人开始思考有哪些方法能改变
现状。 这其中就包括在红绿灯文
明引导活动中， 开展的 “等灯等
灯” 手语操。

在今年3月， 通州区文明办、
团区委、 区委社会工委、 大运通
州网 、 各街道乡镇在全区范围
内， 集中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重

点周活动上， 来自单位、 社区、
志愿家庭的500余名志愿者在全
区40个路口开展 “红绿灯” 文明
引导活动。

在玉桥街道、 中仓街道重点
路口， 志愿者们身穿蓝马甲、 肩
披绶带 、 手拿文明交通引导牌 ,
以跳 “等灯等灯 ” 手语操 、 敲
“文明快板”、 携手文明交通引导
机器人等多种鲜活形式， 参与了
“红绿灯” 文明引导活动， 居民
们直夸形象、 好记、 上口。

数据平台
助司机养成好习惯

不仅是让行人养成良好的交
通习惯， 对于司机也同样适用。
除去教育驾驶员们遵守交通规
则， 越来越多的新技术也被应用
到其中。

3月22日， 由北京交通广播
主办的 “好司机养成记” 大型公

益项目正式启动。 此项目以 “安
全出行， 智慧交通” 为理念， 依
托 “好司机养成记” APP和数据
平台， 旨在通过激励用户不断改
进自身驾驶能力、 提高 “驾商”，
创造更加安全、 和谐、 文明的路
面交通环境。

从3月27日起 ， 北京地区的
用户可以通过下载 “好司机养成
记” 手机APP， 参与 “全城驾商
大PK” 活动 ， 了解自己的驾驶
水平， 享受驾驶和互动的乐趣，
在养成良好驾驶习惯的同时， 还
可以获得实用的奖励。

家住通州的刘女士不久前 ，
下载了这款APP。 “能有这样的
软件， 还真是挺有用的。” 刘女
士的驾龄虽然不长， 但是她却感
受到自己平时在开车的时候， 还
是存在着一些小毛病。 “比如，
有时候会紧急加速， 不会礼让行
人 。 这些毛病司机并不会注意
到， 其实都是道路交通的安全隐
患。” 刘女士说， “这些毛病会
通过软件记录下来， 然后评分，
提示司机改掉坏毛病， 慢慢养成
好习惯。 再次遇到行人过马路，
我就会提醒自己， 放慢速度。”

根据北京交管部门公布的数
据显示， 截至今年2月， 北京市
司机数量已达1053.1万人。 一方
面是日益增长的驾驶群体， 另一
方面却是司机的文明安全行车理
念和良好驾驶习惯的缺失。

“好司机养成记 ” 提出了
“驾商” 概念， 就是希望用这个
全新的量化标准来规范和提高用
户的驾驶能力和水平。 决定驾驶
安全的因素有很多， 从司机的角
度来看， 涉及到操控技能、 性格
情绪、 习惯养成、 应急反应等多
个维度， 这就是衡量 “驾商” 的
重要考核指标， 也是 “好司机养
成记” 公益项目的核心概念。

该项目一经提出， 就得到了
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
室、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和北京市
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的大力支
持， 共同致力于培养更多具有文
明驾驶意识和安全驾驶技能的
“高驾商” 好司机。

“好司机养成记” 公益项目
利用手机APP， 对司机的驾驶行
为进行实时记录， 将信息与系统
平台的数据加以分析和比对， 识
别司机的各类驾驶行为特征 ，
结 合 交 通 违 法 情 况 ， 最 终 以
“驾商 ” 的数值呈现 。 在经年
累 月 的使用过程中 ， 为每一位
参与者创建出属于自己的 “好司
机成长日记”。

“好司机养成记 ” APP同时
也是一个承载路面信息和路面社
交的沟通平台。 用户一方面可以

通过APP向后台实时上报路面交
通状况、 突发事件、 路政设施损
坏情况等线索； 另一方面可以通
过APP接收后台推送的路况信息
和应急消息。

专项行动
倡导市民自觉礼让

在倡导市民出行自觉礼让
中， 相关部门也开展不少专项行
动。 4月22日， “礼在北京 让出
文明———市民爱心斑马线专项行
动” 启动。 此次专项行动是由首
都文明委主办， 市委宣传部、 首
都文明办、 市直机关工委、 市交
通委、 市公安交通管理局、 团市
委、 公交集团共同承办的。

行动主要包括 “礼让斑马线
我行动 ” 和 “礼让斑马线我点
赞” 两个方面。 此外， 专项行动
主要有两个活动载体。 一是依托
每月的11日 “排队日 ” 和22日
“让座日” 重点推动。 广泛动员
公安交通民警、 交通协管员、 公
共文明引导员、 社会志愿者等，
以城六区为重点， 在主要交通路
口、 路段， 宣传礼让守序， 普及
交通法规， 纠正不良交通陋习，
开文明车、 做文明人。

二是开展 “双百 ” 示范引
领。 即结合精神文明创建， 重点
在城六区打造100个 “爱心斑马
线” 示范路口， 积极实践， 总结
经验， 逐步推广， 覆盖全市； 组
成公共文明引导员宣讲团， 深入
社区开展100场市民宣讲活动 ，
使 “礼让守序 ” 理念 ， 家喻户
晓、 深入人心。

为全面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和
社会文明程度， 首都文明办开展
了一系列市民实践活动， 并组建
公共文明引导员宣讲团， 走进机
关 、 社区 、 学校 、 企事业单位
等， 开展 “当好东道主， 文明北
京人” 百姓宣讲百余场。

宣讲活动紧紧围绕 “当好东
道主， 文明北京人” 主题， 结合
目前全市开展的 “礼在北京 让
出文明” ———市民爱心斑马线专
项行动展开。

活动开展以来， 全市文明引
导员充分发挥精神文明宣传员作
用， 在公交地铁站台、 交通路口
开展大规模 “礼让斑马线我行
动”， “礼让斑马线我点赞” 和
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 他们自编
宣传用语、 顺口溜、 快板。

为进一步扩大活动的社会影
响力， 首都文明办、 市公共文明
协调办组建了公共文明引导员宣
讲团， 深入社区， 企业， 学校等
开展宣讲， 宣讲团成员结合自己
的切身感受讲述一个个故事。

遇到斑马线， 汽车不避让行人的情况时有发生。

文明过马路， 引导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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