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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1 日，记者在市区向阳里附近
的交通岗蹲守时发现，1小时内就有 30多
名快递员、送餐员闯红灯或逆行通过。
一些快递员、送餐员在车流中穿行、在
人流中穿插，有时行人或司机还没反应
过来，骑行者就贴身呼啸而过，可谓险
象环生。

当日，记者在永泰南路、清远街等路
段走访发现，一些行人过马路不走斑马
线，而从车流中穿行，甚至在有天桥的路

段，个别行人却翻越隔离栏“走捷径”。
4 月 23 日 7 时 30 分到 8 时，记者在市

区清远南门岗附近蹲守了半个小时。当
时正值上学高峰期，虽然岗区有 3 位交警
执勤，还有 3 位志愿者劝导，可仍有不少
家长领着孩子闯红灯，交警不停阻拦。
有些骑自行车、摩托车者不按正常路线
行驶甚至逆行，都被交警劝返。一位 70
多岁的老人看见红灯不停步，径直从岗
区中央走过，交警发现后，快速按照绿灯

方向搀扶其到附近的斑马线处，并将其
护送出岗区。记者粗略数了一下，半小
时有 30 多人闯红灯、逆行或存在其他交
通违法行为。

当日下午，记者在平城桥、兴云桥附
近走访发现，一些车辆跑得太快，时速达
到七八十公里甚至更高，有的司机边开
车边看手机、接打电话，个别女司机等红
灯时还在化妆……这些都是潜在的交通
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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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机动车保有量大幅增长，道路交通压

力逐年加大，加之交通陋习频现，致使交通事故频发。

为唤起人们对道路交通事故的重视，从 2004年

起，我国把每年 4 月 30 日定为“全国交通安全反思

日”，希望全民关注交通安全，反思行路驾车陋习，认

真审视并改正违法规违的交通习惯和行为，向不文

明交通说“不”。

在今年“全国交通安全反思日”前后，记者就此

进行了深入采访，以唤起“交通安全，人人有责”的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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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公 安 局 交 警 支 队 有 关 负 责 人 告
诉记者，为减少道路交通隐患，交警部
门年年开展交通秩序大整治，强化各类
违法行为宣传教育和惩处整治力度，全
力保障人民群众的出行安全。同时，强
化执勤管理，深入社区、基层大力宣传
交通安全意识，不断提高全民文明交通
素质。

两年前，交警支队在消防岗、三医
岗、政府岗、迎宾岗 4 个岗区安装的“智
能行人闯红灯抓拍系统”启用，对闯红灯
的行人进行抓拍，并实时显示在电子显
示屏上，目的是“督促”行人自觉遵守交
规，文明有序出行。

客观地讲，通过交警部门及各方协
同努力，近几年我市的交通秩序越来越
好了。但现实仍然不容乐观，诸如闯红
灯、逆行等不文明交通行为还是屡见不
鲜 ，客 运 车 超 员 、机 动 车 超 速 、货 车 载
人 、酒 后 开 车 、疲 劳 驾 驶 也 时 有 发 生 。
这些交通陋习和违法行为，潜伏着很多
安全隐患，随时都会成为“马路杀手”，
因此，千万不能大意，更不能漠视。

根 据 警 方 统 计 ，全 市 2020 年 发 生
1714 起道路交通伤亡事故，死亡 231人；
2021年发生1547起伤亡事故，死亡225人；
2022 年 发 生 1138 起 伤 亡 事 故 ，死 亡
176 人。虽然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逐年
有所降低，但也不可小视，而由此造成的
经济损失和人身伤残就更多了。

所有这些，都在警示人们“交通安
全，人人有责”。每个人都是交通参与
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自
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珍重生命，
守护平安。

文明交通
需全社会形成合力

现 象 不文明交通行为时有发生 反 思

记者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交
通陋习是很多交通事故的“元凶”，一次
次教训值得深刻汲取。

小孩“飞奔”穿马路！
近日，陈某驾车由西向东匀速行驶

至 G336 灵丘县唐之洼村路段时，一小孩
突然从车辆右前方横穿马路，虽然陈某
看见后紧急刹车，但还是撞上了，所幸小
孩受伤不太严重。

没系安全带太可怕！
今年 1 月 10 日，在天镇县东沙河南

十字路口处，一辆面包车左转弯时，司机
未认真观察道路情况，没有礼让正在直
行的车辆，致使双方发生碰撞，造成两车
不同程度受损，由于面包车副驾上的乘
客未系安全带，在碰撞过程中受伤严重。

任性超车“驶”不得!
近日，宋某驾驶汽车沿云冈区泉石路

由北向南行驶至防爆电器厂路段处，在不

具备超车条件的情况下超车，与由北向南
杨某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碰撞，杨某驾驶
的汽车又与另一辆由西向南行驶的汽车
发生碰撞，造成三车俱损的交通事故。

永远买不到后悔药！
2021 年 8 月一天，家住平城区开源街

的单先生与朋友相约聚餐，因为开车，他
本来不想喝酒，但经不住朋友劝导喝了
两小杯，宴罢估计找个代驾，又觉得距离
市中心较远，就心存侥幸开车回家，结果
途中被警方查获，驾驶证记 12 分并且被
扣。单先生后来重新取得驾照，却再也
不敢违反交规，严守“开车不喝酒，喝酒
不开车”的原则。单先生说，他的一位嗜
酒朋友，两次酒驾受处，驾驶证被吊销，
只好将爱车卖掉。

灵丘县 32岁的闫女士，8年前与男友
订婚后，搭乘同村一位酒驾司机的车，从县
城回村途中翻入深沟。司机伤势过重不治

身亡，闫女士高位截瘫，从此与轮椅为伴，
男方取消了婚约。闫女士说，这起事故让
她悔恨终身，如果可以重新选择，她宁愿迟
点回家，也不会坐酒驾司机的车，希望通过
他们身上血的教训警示人们：珍爱生命，文
明出行，世上没有后悔药。

记者从媒体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国
内其他地方因交通陋习已造成多起触目
惊心的惨剧。2月 13日，四川泸州高速一
货车司机因疲劳驾驶冲入对向车道与面
包车相撞，造成 6 人死亡、1 人受伤；3 月
27 日，甘肃玉门 312 国道许某某驾驶重型
自卸货车行驶时，超速行驶、占用对向车
道 强 行 超 车 ，与 对 向 一 辆 轻 型 货 车 迎
面 相 撞 ，造 成 轻 型 货 车 内 5 人 全 部 死
亡；4 月 1 日，河南南阳乔某某疲劳驾驶
重型半挂车驶入对向车道，与对向任某
某醉酒驾驶的小客车（核载5人，实载 7 人）
碰撞，造成小客车上 7人全部死亡。

案 例 交通陋习频酿血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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