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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兄弟姐妹没了，我睡不着觉”
骑行活动发起人张勇一直在悲伤中处理善后工作

本报记者 吴金彪

张勇，网名“Quelle”，是此次济
南车友烟台骑游活动的“邀约人”(发
起人)，他见证了整个事件的过程，事
后也一直在烟台协助遇难者家属处
理善后。25日，张勇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数度哽咽。

“事故太匪夷所思了”

“14点12分，我先后拨打110和
120。”张勇当时在整个骑行队伍的最
前面，属于“领骑”，当时他们排着队，
贴着马路牙子行进，整个骑行完全没
有问题，那辆车疯了一样冲了过来。

“很难想象，事故太匪夷所思
了。”张勇说，当时他回头看到那种惨
烈的场景，整个人都蒙了。

张勇说，因为平时大家都是以
网名互称，一般不留家属的电话，
联系死者家属、安抚死者家属就成
了他们的最大工作，“我把妻子找
来，陪在女车友身边。”

“要让逝者安息”

“一闭眼就是回头看到的场景，
没办法睡觉。”张勇在章丘一所学校
教书，他在2009年加入到济南兄弟单
车俱乐部。

“我就是邀约人 (发起人 )，这
个没有可回避的。”张勇说，事发前
一周他们几个车友在一起打牌，说
起端午节的骑游活动，大家热情都
比较高，本来想去南太行，后来大
家一致决定去烟台，我就在兄弟俱
乐部论坛里发了个帖子，在大家的
努力以及烟台车友“郭哥”的支持
下，最终成行。

“三天来，我想的就是怎么样尽
量为死者家属争取最好的结果，让死
者在天之灵得到安慰。”张勇说。

难忘在一起的日子

“龙翔九州52岁，小小赛铃是
1983年出生……”说起遇难者，张勇
数度哽咽。他告诉记者，逝去的5个人
里有四个人都是他非常熟悉和要好
的朋友，是名副其实的“兄弟姐妹”，
大家互相帮助，经过磨难，走过了很
多地方。

“去福建的时候，我的车子坏
了，龙哥 (龙翔九州 )就帮我背着
包；小小赛铃很有文才，每次骑游
回去都要写一篇游记，现在再也看
不到他的游记了……”张勇说，这
个圈子里有60多岁的老车友，也有

“80后”、“90后”的年轻人，越来越
多的女车友也加入进来。

“当时如果早走几分钟，如果
不编阵，如果停下来多拍几分钟
照……兄弟姐妹就不会走。”说起
事发时的情形，已经非常疲惫的张
勇又自责起来。

济南5名车友烟台遇难

缺少隔离保护，道路常被挤占

汽车时代，自行车的路在哪里

在济南泺源大街趵突泉南门附近，骑车人和行人只能在车辆夹缝中穿行。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不少自行车道没有隔离

“与机动车道之间没有硬
隔离设施，轿车直接冲了过
来。”骑行队伍中幸免于难的骑
友张勇说，出事的烟台滨海中
路是一条大路，路是很宽，但是
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只有一
条实线相隔，中间没有绿化带
或护栏等硬隔离设施。

在济南、烟台等城市，由于
种种原因，这种主副道一线相
隔的现象很多。“旅游路等一些
道路也存在这种现象。”济南市
民赵女士说。

“这还算好的。现在很多城
市道路根本就没有自行车道。”
济南自行车爱好者公先生说，
比如济南和平路，就是自行车、

机动车混行。“现在骑自行车就
跟冒险似的。我经常是贴着马
路牙子走，还怕汽车会突然拐
过来。”市民王先生说。

副道几成停车场

采访中，很多市民表示，除
了缺少隔离设施和无自行车道
外，现在很多有自行车道的城
市道路也好不到哪里去，占道
现象严重，要找条没有汽车停
放的马路太难了。

市民刘先生平时骑自行
车上下班，每天要经过泺源大
街银座商城附近。“副道两边
停了两排车，只能在夹缝中骑
行。要是遇到再有汽车开过来
或准备停车，自行车、电动车
走都没法走。”刘先生说，有

时没有办法，只好骑车上快车
道，和机动车抢道。

“道路两边的非机动车道都
成停车场了。”谈到在城市道路
上的骑行问题，山大自行车协会
会长张震也深有感触，他认为目
前轿车发展迅速，城市道路也是
日新月异，但是留给自行车和骑
行者的空间太少了。

常常骑着骑着没路了

“骑自行车健康、低碳又环
保，道路好了，就会有更多人骑
自行车。”自行车爱好者李先生
说，随着人们出行观念和健康
意识的提高，自行车逐渐被赋
予了时尚的内涵，我们国家也
倡导绿色出行，但许多城市的
自行车道不但没有变宽，反而

越来越窄，留给自行车的空间
也越来越小。

“大家都在关注机动车堵
车的问题，但不能忽略城市的
自行车族。”省政协委员田幼勤
曾用“挤压”、“断头”和“骚扰”
三个词来总结市区非机动车道
的尴尬境遇，并建议在城市建
立自行车道通行网络。

有市民表示，济南的自行
车道并没有形成网络，很多地
方都中断了，快慢车道混在一
块儿。

田幼勤建议，在治理城市交
通拥堵、发展大公交的同时，做
好城市的规划和管理，建立自行
车通行道路网络。城市规划设计
者在进行道路建设时，应该兼顾
骑车人和行人的感受。

本报记者 吴金彪 王光照

本报济南6月25日讯(记者
董钊 通讯员 王循进)

25日上午，在省城纬二路上，
一队身着警服、脚踏自行车的
人在非机动车道上有序前行。
他们是济南市交警支队市中
大队的交警，也是济南市第一
支骑警队。

据市中交警大队副大队
长杜献忠介绍，第一支骑警队
主要是在市中区纬二路、经十

路等主干道执行巡逻疏导、查
纠交通违法行为。他们在装备
上体现专业骑行的特点，自行
车骑警队员全部配备山地自
行车，配备专业自行车骑行头
盔、防护手套、防刮腿带以及
专业骑行配件。其主要理念就
是用自行车骑行巡逻的工作
展现，向全社会发出倡导，参
与慢行交通、绿色交通，低碳、
环保出行。

济南交警推出“骑警队”保慢行道路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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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5名车友烟台不幸罹难，自行车运动及自行车骑行的安全问题再次摆到了人们面

前。目前，我国大力提倡绿色出行，但在汽车时代里，马路越来越宽，自行车道却越骑越窄，

骑车安全更是让人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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