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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新闻

【中州大道北
环路口】

使用率：高

相比其他两座记者探访的
天桥，由于设置了护栏，中州大
道北环路口的人行天桥使用率
高。

这座天桥使用率高，市
民绕道也会走

昨天上午10点15分，记者来到该
处，发现这座天桥引桥坡度较矮，供行
人和非机动车道通过。

在路口，一位市民推着自行车走
上天桥，还有一市民骑着电动车上桥。

记者在此观察了10分钟，发现中
州大道两边行人都从天桥上过，未见
有人翻越桥下护栏。

中州大道马路中间和两侧都有护
栏，500米以内只见这座天桥，市民要
到马路对面去，要绕道走天桥。

路过的田女士说，马路两侧和中
间都有护栏，横穿马路难度较大，再且
中州大道上车速较快，出于安全考虑，
市民一般不愿“走捷径”。

我们的城市
中，还有不少座
像嵩山路棉纺路
口和文化路黄河
路口一样的人行
过街天桥，人行
天桥空置的现象
也普遍存在。如
果您发现类似的
天桥空置情况，
请把真实情况反
馈给晚报。晚报
将与交巡警九大
队联合，组织爱
心志愿者到各使
用率较低的天桥
口，去做“天桥引
导员”。

如果您是一
名爱心志愿者，
想为城市的文明
交通贡献力量，
也请您拨打晚报
热线电话96678、
登录晚报新浪官
方微博报名。

“多座人行天桥上人烟稀少”报道过多次
现在依然没有多大改观

晚报征集爱心志愿者
“我当人行天桥引导员”

以实际行动倡导过街走天桥，为城市文明交通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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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分钟，只有4人过人行天桥
嵩山路棉纺路口的人行天桥建在棉纺路北侧，但是只

有棉纺路上有东西两个方向的步行楼梯供行人上下天桥。
绿灯亮起，路口东北角，几名市民夹杂在慢车道上的

电动车和自行车流中间，从路口匆匆经过。
记者转身回到路口西北角天桥步梯口，抬头望去，步梯

和人行天桥上依旧空无一人，写有“文明出行请走天桥”几个
大字的蓝色提示牌，静静地摆放在步梯口，看起来格外显眼。

20分钟过去了，信号灯在红绿色之间变换了数次，数
了数从人行天桥上经过的行人，一共只有4位。

“为了安全，说啥要养成这个好习惯”
“天热，上下桥又累，而且下面是路口没法装护栏，

很多人当然愿意从下面过了。”由于天热，50 多岁的王
先生走到天桥上后，双手扶着桥栏杆站在桥中间休息
起来，“桥下距离比桥上近多了。哎，说白了，还是嫌麻
烦呗……”

“从上面走是有些麻烦，但为了安全，说啥都要养成这
个好习惯。”尚女士几乎每天都要路过嵩山路棉纺路口，自
从有了人行天桥后，她从来不嫌麻烦，每次都会多走几步，
绕到人行天桥步梯口，然后从桥上经过。

【棉纺路嵩山路口】 使用率：低

人 行 天 桥 下 ，
行人与来往车辆交
织在一起，异常繁
忙；人行天桥上，空
无一人，冷冷清清。

这 个 场 景 ，让
经常途经嵩山路与
棉纺路口的人感到
熟悉。前两年，媒
体也曾多次报道过
这个奇怪现象。

现在情况怎么
样？昨天，晚报记
者又到现场作了一
次调查。

昨日下午 5 点 10 分左右，记者在黄河路
文化路口远远就看到东北角竖立的那块“文
明出行请走天桥”提醒牌。

一部分人在天桥上行走，一部分人在桥
下三三两两结伴而行。虽然大多数人都能按
照“红灯停，绿灯行”的交通规则通行，但大家
都夹杂在非机动车中间。

一名50 多岁的市民告诉记者，自己
平时也会走天桥经过，但天太热了，上
桥 下 桥 很 累 ，一 趟 下 来 就 会 满 身 布 满
汗水。

“天桥使用效率一般，现在天热走的人比
以前要少，遇上高峰期，走桥下通行的人还不
少。”在此执勤的一大队交警说。

【黄河路文化路口】 使用率：低

黄河路文化路口人流量大，天
桥四通八达，从任何一个角落上
桥，都能到其他 3 个方向。然而，
该天桥的使用率并不高。

天桥东侧路北，非机动车道被占用

由于天桥四周道路中间没有设置护栏，不少行
人从旁边人行道上下来后，站在非机动车道上等着
过马路。

记者还注意到，天桥东侧路北有人占用非机动
车道，停放着一些购物的非机动车辆。记者沿着非
机动车道走了一遍，从超市门口到文化路之间约10
米长的非机动车道几乎都被占领。

天一热，桥上的人就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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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电话有稿费

嵩山路棉纺路口的人行天桥步梯口冷冷清清。嵩山路棉纺路口的人行天桥步梯口冷冷清清。

“停车场”占用非机动车道，非机动车挤占右转车道。“停车场”占用非机动车道，非机动车挤占右转车道。

昨天下午，黄河路文化路口。昨天下午，黄河路文化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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