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是红灯，请不要横穿马路，谢谢配合！”
这句话，本报记者一小时说了100多次

晚报首批记者上街当交通协管员
昨日，本报8名记者编辑响应市记协文明出行倡议，作为首批交通志愿者走上

郑州街头，助力文明出行活动。
中午，正值下班高峰期，8名志愿者身披红色绶带来到汝河路与文化宫路交叉

口，“上岗执勤”对违规的行人、车辆进行劝阻。
晚报记者 汪永森 马健 见习记者 柴琳琳 鲁慧/文 晚报记者 张翼飞/图

车少就闯红灯的市民退回来了
急着回家给儿子做饭的张女士，看到交叉

口四周几乎没有车辆经过，试图骑车闯过红灯。
“退到线后等会儿吧。”志愿者拦住她说道。
“我真的很急。”张女士说，平时看车辆较

少，就直接骑过去了。
这次，她接受了志愿者的劝阻，当信号灯变

为绿灯后，她才骑着车子离开。
多数市民是遵守交通规则的，他们对违反

交通法规的行为深恶痛绝，对志愿者的活动表
示支持。

一些市民看到本报志愿者的行动，不但主
动配合，还开始提醒和劝阻行人不要闯红灯。

看到志愿者身上的红色绶带，市民刘先生
表示“看过晚报的倡议书，想不到记者身体力行
当起了交通协管员”。

老奶奶推孙子过马路车辆一再闪避
一对骑着电动车的情侣在刚刚转红灯时急匆

匆地横过马路，汽车在身旁呼啸而过，险象环生。
“遵守交通规则，等到绿灯亮起再过马路。”

志愿者冲上前去进行劝阻，两人停了下来。
听说志愿者是记者编辑时，这对情侣赶紧

环顾周围，说道：“我们没有闯红灯啊。”
一位老奶奶推着孙子准备过马路时可吓坏

了路人，“红灯！红灯！”志愿者和路人都焦急地
喊起来。

老奶奶在大家的惊呼中没有停留，路中的
车辆一再闪避，她推着孙子过了马路，可谓有惊
无险。

“您带着孙子得注意安全啊，下次一定要等
变成绿灯后再过马路。”志愿者上前劝道。

一个多小时的短暂秩序井然
汝河路与文化宫路交叉口，此前没有

过交通协管员在此维持交通，两条道路也
并非主干道，通行此处的市民闯红灯较为
普遍。

“现在是红灯，请不要横穿马路，谢谢配
合！”这是志愿者刘永杰在劝阻、纠正行人交通
违法行为时使用最多的一句话。

短短的话语，在一个小时内说了100多次，
也收到了效果，不少骑车驶过斑马线的市民将
车子退回斑马线后，闯红灯的市民面对本报摄
影记者的镜头，低头羞红了脸。

曾经显得混乱随意的交叉口交通，在这一
个多小时的时间内逐渐变得秩序井然，我们希
望志愿活动结束后，市民依然能自觉地遵守交
通规则。

本报的志愿者不但感受到交通协管员一次
次举起手中的旗子维持交通的艰辛，体验到为
绿城交通文明建设出力的交警的努力，更感谢
多数市民的支持和配合。

活动后在路口下意识举起手臂
“我差点下意识地又举起了手臂。”结束后，

在一十字路口前，一名志愿者说道。
在活动中，当看到指示灯是红灯或有违规行

为时，我们都会不由地伸出手提醒一下刚到路口
的市民和车辆，警示的同时也是对“文明出行、
畅通郑州”的一种宣传和号召。

当交通协管员不仅提醒别人，对我们自身
也是一种警醒。同时，我们也倡导广大群众积
极地参与到“文明出行”的活动中来，也感受感
受交通协管员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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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本报首批记者上街当交通协管员，
引起不少媒体同行及热心读者的热烈响应，
大家纷纷表示要报名参与进来。

65 岁的刘国运老人就是其中的一员，
1989 年 11 月 7 日，老人在本报发表了一篇
《“马路天使”——记市交警支队青年交通警
吴永军》后，成了本报忠实的通讯员。30 多
年时间里，他在本报及其他报纸发表稿件近
500篇，其中100多篇是关于文明交通的。

文明出行，从每个人做起，在刘国运老人

眼中，郑州人有很多文明的习惯，也有很多不
文明的现象。

对于不文明行为，刘国运想说的更多，现
在对于开汽车的人，闯红灯的已经很少了，不
文明的行为主要是在不能挤的地方乱变道、乱
挤，在不能停车的街道占道停车，十分影响交
通。现在城市交通越来越繁忙，这更需要每一
个人都文明出行，老人想通过晚报呼吁：人人
自觉做一个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自觉遵章守
纪，共同创造郑州平安交通，共建幸福郑州。

市属媒体纷纷表示要报名参与

本报首批记者上街疏导交通本报首批记者上街疏导交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