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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道上人要行
眼下，媒体已进入观点时

代，时评作为新闻的一种，正成
为各媒体树立社会公众形象、
争夺读者眼球的有力武器。对
于已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晚报来
说，开辟时评版或常设时评专
栏已成为一种趋势。

为此齐鲁晚报《今日章丘》
从11月28日起开设时评版《百
脉泉》，并面向时评爱好者征
稿。

《百脉泉》主要针对章丘市
政治、经济、文化及生活领域的
事件展开评论，坚持“理性、友
善、建设性”原则，力求达到中
肯有理，为政府工作提供建设
性意见之目的。市民对生活中
遇到的各种现象，如有所感触，
完全可以在这里一吐为快。

《百脉泉》关注时下最热的
新闻、最有话题的新闻、最让老
百姓关注的新闻，说咱章丘的事
儿，拉咱百姓的理儿。我们不喜
欢官样和拗口的时评，不喜欢过
于专业的时评，就用百姓话拉百
姓理。

热点新闻读者评，民生大
事大家议。本报时评版开设“绣
源河”栏目 ,请大家评论，欢迎
作为齐鲁晚报《今日章丘》读者
的你拨打本报83322899新闻热
线或邮件发送至 q lw b j r z q@
163 .com邮箱，就当天你最关注
的新闻发表你的看法，表达你
的观点，倾诉你的感悟，提出你
的见解，或者对新闻当事人进
行互动。无需长篇宏论,言简意
切即可，我们将及时选登你的
言论，与更多的读者分享。

请广大读者、社会各界人
士踊跃来稿，为章丘市的社会
发展添一“笔”之力。

本报评论版《百脉泉》投稿
邮箱:qlwbjrzq@163 .com。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笔
者注意到，有些行人有人行道
不走，走在非机动车道甚至机
动车道上，这看似小事，其实不
然。既威胁到自身的安全，容易
引发交通事故，又影响了行车
的速度，妨碍了交通井然的秩
序，与和谐交通的建设背道而
驰，其负面影响不可小觑。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生活节奏的加快，私家车数
量与日俱增，再加上公务用车、
公交、出租、客车、货车、摩托车
和非机动车，城市交通越来越
拥挤，车行道上已经是车水马
龙、川流不息了。在这种情况
下，如果行人再挤占车行道的
空间，会使得本来就非常拥挤
的车行道变得不堪重负，让日
益紧张的道路资源变得更加
匮乏。虽然近年来道路建设飞

速发展，但是道路建设的速度
再快，也赶不上车辆增长的速
度。

行人不走人行道，原因应
该是多方面的。不排除人行道
被占用、部分路面坑洼、花砖破
碎等方面的客观原因，但笔者
认为关键是行人的安全意识、
交通意识没有到位。其一，安全
这根弦绷得不够紧，认为马路
宽得很，不会被撞的，即使被撞
了，也是司机的责任。其实，在
车行道上走，随时都有被前后
左右疾驶而来的车辆撞倒的
可能，若出现交通事故，行人也
应负一定责任。其二，缺乏“大
交通”的概念，只考虑到自身的
方便和随意了，忽视了车行道
的正常通行，造成行车缓慢，甚
至交通堵塞。

人行道，顾名思义，是人们

的步行通道。在时下的道路建
设中，作为人们的安全通道，人
行道受到普遍重视。人行道越
修越宽阔，越修越漂亮，建设
者、管理者在绿化、净化上也下
足了功夫，倘若人行道上难觅
行人踪影，那么人行道就发挥
不了它应有的功能，也有违城
市建设者的初衷。在这方面，除
了政府要加强引导之外，有关
部门也要强化管理，多渠道宣
传，让“人走人行道，车上车行
道”的理念深入人心，在社会上
营造一种“文明交通，从我做
起”的和谐氛围。当然，最重要
的还是行人要切实增强自身
安全意识、交通意识，加强自
律，提升境界。什么时候人和车
能够各行其道、各就各位了，和
谐交通秩序也就离我们不远
了。 （裴珊珊）

本报时评版

《百脉泉》开版征稿

今年9月份，由章丘市政府
和车主共同购买的200余辆“大
鼻子”校车正式启用，20个乡镇
中小学和8所市属学校的14500

多名学生因此受益，基本覆盖
了辖区内的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每逢上下学，崭新的“大鼻
子”校车行驶在道路上，成为章
丘最独特的“明黄色幸福。”

众所周知，200余辆“大鼻
子”校车针对的是义务教育阶
段的学生，虽说幼儿园不在义
务教育之列，但幼儿园不能成
为校车安全的“盲点”。近日，胡
先生反映高官寨新童年幼儿
园以及附近所有幼儿园，近期
都取消了校车政策，要求家长

自行接送孩子，希望相关部门
帮助落实协调学校恢复校车。

笔者认为，无论是公办幼
儿园还是私立幼儿园，其校车
停运，更多的是出于经济和安
全考虑。但简单的一禁了之，留
给幼儿和家长的，是不尽的烦
恼。有家长表示：“毕竟接送孩
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这样一
杆打倒的行为，确实给无数家
长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和麻烦。”

山东蓬莱“11·19”重大道
路交通事故给各地敲响了警
钟，引起了国家的重视，全国都
开展对校车的安全检查，章丘
也不例外。这样的做法，作为家
长是很赞同的。为了安全，加强

校车监管，排除安全隐患是必
须的，但不应该为了避免出事
就禁用校车。“如果只是简单地
叫停，就是因噎废食的行为，也
是一种‘懒政’的表现。”

其实，将幼儿园校车风险
降到最低，不一定非要杜绝幼
儿园校车。能保证校车拥有超
高的安全性能，而且立法完善，
由政府推动形成规范化的校
车管理运营模式，政府财政对
校车也有着大力支持，一定能
降低校车事故率。在此，希望有
关部门按照实际情况人性化
处理，真正做到为小孩、为家
长、为社会做好事。

(一方水)

幼儿园校车不要一禁了之

近日外出办事，从官庄乘
坐9路公交车回明水时，看到
刚刚上车的一位老年人往后
挤了挤，右手抓着护栏站立在
了车厢的后门下车处。周围几
个年轻男女都在低头玩手机，
没有一个给老年人让座的。由
于我坐在后门后排的靠窗位
置，虽然离得远一点，但是没
有任何犹豫就起身招呼老人
过来坐，直到在市医院西门下
车为止。

老年人也同样在市医院
西门和我一块儿下了车，在我
不经意回头的瞬间也看到了
老年人，其实老年人在抬头往
前走并和熟识的人打招呼时
也看到了我。没有想到的是老
年人自始至终连一个“谢”字
也没有说出口。给老年人让次
座并不难，老年人说声谢谢也
不难，难的是如果这样的情况
多了，以后的让座美德有可能
变成了奢望。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本来让座是心甘情
愿的，并不是想要得到别人的
赞誉。但是一个微笑或一句谢
谢可能会带动更多的人去让
座。真心希望这样的情况不要
再发生，更希望老年人打心底
里明白，与人友善，于己方便，
这样点滴的不友善之举，可能
会在将来的危难之时断了自
己的“后路”。（大葱人家）

请别吝啬一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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