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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门前堵，他们都咋说
学生家长、周边市民、公交车司机都有一肚子苦水要倒

想回家，要么错时要么绕行
“不管是晚上出门还是回家，都

肯定避开一中放学的点啊，八点多就
开始堵，进不去出不来的，要不就绕
行回家。”家住二马路某小区的居民
刘先生说，一中周边的居民平时生活
起居都会“遵守”一中的作息制度，出
行尽量避开学生上下学的时间。

“到了学生放学的点，二马路
上老壮观了，在我家就能看到，黑
压压的一片车啊，下楼买包烟都
堵。”刘先生说。

周边居民可以按照高中生的
作息时间选择出门，但车辆产生的
噪音却避免不了。家住一中附近的

许女士已经六十多岁了，每天晚上
她都得被强迫着去“集市”上转一
圈，“楼下吵吵地跟赶集似的，汽车
发动机声，喇叭声，乱糟糟的，每天
都经历这么一次。我现在都得等他
们放完学才能睡，要不然躺下了脑
子里也乱。”许女士说。

等车调头的工夫能看完一张报纸
对于82路公交车司机杨师傅

来说，最怕的就是晚上8点多钟开
到一中门口，“要么就开得没有走
得快，要么就干脆熄火停了，单排
车道还得跟一堆车挤。”

“今年3月份，我开车走到一中

门前愣是被迫停了10多分钟。”杨
师傅说，当时一辆接学生的车挤进
了最中间的车道，剩下的空隙只能
容一辆小车通过，直到前方有车辆
拐出，这辆接孩子的车插了进去，
公交车才得以再次开动。

杨师傅说，最近几天因为一中
门前的路口不允许车辆调头了，车
速提高了一些。“以前路口堵得厉
害的时候，等一辆车调头的工夫我
都能停下车看完一张报纸了。”杨
师傅开玩笑地说。

住宿不习惯，一天接四趟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接孩子的

家长，家住烟台大学附近的李先生
告诉记者，他基本上每天都提前半
小时到学校这边来等孩子，“孩子已
经上高二了，本来住了几天校，但他
不习惯宿舍生活，经常睡不着觉，所
以我就天天来接他回家。”

李先生说，现在每天接送孩子
四次，因为他是个体户，时间比较充
裕就早点到学校等，“来晚了就找不
到停车位了。每次停车还是想离学
校近点，孩子一出门就能找到。”

住在电力小区的苏女士也是驾
车接孩子大军中的一员，尽管孩子

乘坐公交车回家很方便，她还是坚
持天天接送。对于家长停车堵路，她
也觉得不好意思，“把车停在这里造
成堵车是肯定的，我要是停得靠里
的话，想开出来也不容易。”苏女士
说，她希望其他从这里通行的市民
能多体谅、多理解一下。

格提提建议

放学咋回家？

市民有高招
2010年4月，交警一大队民

警曾写过《致烟台一中家长的一
封信》发放给家长，呼吁广大家
长能在接送孩子的过程中，严格
遵守交通秩序。每年开学，民警
也会向家长发放各种停车方案。

如今两年过去了，随着私家车
数量增多，一中门前的堵车现象反
而愈演愈烈，孩子一放学，二马路
就成了一个大停车场，因此有市民
提出几个建议：

建议一：离得近走回家
目前多数住在学校附近的学

生都选择步行回家，跟同学结伴而
行，既培养了友谊，还能锻炼身体。

建议二：结伴坐公交
一中门口交通便利，沿路有1

路、5路、18路、50路、82路等多路公交
车，可以满足大多数学生的乘车需
求。对于中短路程的走读生来说，
凑上三五好友一起乘公交车回家
不是难事。

建议三：省时省力就拼车
如果小区内有很多孩子就读

同一高中，家长可以分分工，每人
接一周，一车拉四个孩子，这样起
码可以空下三个停车位和三个劳
动力，何乐而不为呢？

建议四：带着孩子走一段路
对于家里住得实在远，步行、

公交都不靠谱，必须用车接送的孩
子，建议将车停得远点，在门口接
孩子后一起走上一段路，相信这比
空调还温暖。

接学生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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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车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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