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女交警的“亲密接触”
本报小记者学交通手势、当交通协管员

在采访交警环节，来自烟台市
交警支队一大队女子中队的交警王
玲和刘妍被团团围住，几十位小记
者对两位女警展开了轮番采访轰
炸。

“阿姨，我为你们画了一幅画。”
采访环节刚开始，小记者刘力榕就
跑到交警王玲面前，将亲手画的女
交警执勤图画送给她。“阿姨，我觉
得你们好潇洒，你们每天在马路上
站那么长时间，不害怕吗？”刘力榕

眨着眼睛，看着笑容满面的女交警。
“不害怕呀，我们在马路上站岗是为
保证大家的安全。”王玲回答。

由 于 提 问 交 警 的 小 记 者 过
多，小记者们只能排好队，挨个进
行提问。“阿姨，你什么时候感觉
工作最辛苦？”“阿姨，你们春节怎
么过，放几天假？”9岁小记者李照
升的采访本足足记了两页，他接
连提出了 1 1个问题，真是令交警
应接不暇。“阿姨在节假日会坚守

工作岗位，下雨、下雪天和堵车的
时候，工作是最辛苦的。”王玲亲
切地回答。现场另一位 9 0后女交
警 刘 妍 身 边 也 围 了 十 几 名 小 记
者。

在对交警的提问中，小记者还
会问一些有趣的问题，比如“阿姨，
你有男朋友吗？”“阿姨，你是什么星
座？”面对这些问题，女警也会面露
羞涩，站在旁边的家长们则是被这
些问题逗得开怀大笑。

小记者“轰炸”采访女交警

烟台市交警支队一大队女子
中队的许晓明警官介绍，女子中
队的 2 8名女警肩负着西南河、南
洪街、所城里等6个路口的日常勤
务工作，同时承担南通路小学、道
恕街小学和机关幼儿园的日常护
巡工作。“同学们，你们在上学的
路上看到交警时，知道交警身上
着装有什么特别吗？明白他们手
势的含义吗？”看到小记者纷纷摇
头，许晓明说道，“现在就请交警
阿姨给大家介绍下交警的日常着

装及三种基本的交警手势。”
“首先大家看到的是女交警头

上戴的白色警帽，其次交警身上最
显眼的是这个反光背心，虽然在白
天这个背心的作用不是很大，但是
到了晚上，在灯光下这个反光背心
特别显眼。平常交警出勤时还会配
备各种警用物品……”许晓明警官
耐心地向小记者们介绍着，有的小
记者一边听一边在笔记本上仔细记
录着。

“左臂由前向上伸直与身体成

135度角，掌心向前与身体平行，五
指并拢，目光平视前方，这是停止信
号。”学完交警着装后两名女交警又
开始教小记者们学习三种基本的交
通手势，分别是停止、通行、左转。小
记者们跟着两名女交警认真地做着
各种手势，出错时，另外两名女交警
便会到小记者队伍中进行纠正，不
一会儿小记者们便将三种手势学会
了，小记者章铭楷还在自己的笔记
本上画出了三种姿势的小人图形，
说是要回去温习。

跟着女交警学交通手势

“红灯停，绿灯行”，这是幼儿园
就学习的交通常识，但在现实生活
中，多少市民曾违反交通规则，闯红
灯通过人行道？为倡导交通安全，3

名交警分别带领小记者来到3个路
口，数十名小记者现场当了一次“交
通安全协管员”。

在西南河与南大街交叉口，8名
小记者们排成两行站在人行道上，
对过马路的行人进行现场“监管”，
他们看到行人站在斑马线上等待，

就会善意地提醒他们站在人行道上
等待。

上午10点35分，红灯亮起后，两
名男青年不顾马路上的车流横穿马
路，两名小记者在女交警的带领下，
当场制止了他们的闯红灯行为，“叔
叔，请绿灯后再过马路，请退回人行
道上等待。”一名小记者说道。看到
小记者认真的样子，两名男青年不
好意思地退回到人行道上。

记者看到，小记者协管员不

仅提醒行人不能闯红灯，还主动
帮扶过马路的老人。上午11点，一
位老太太手里拖着小车，拄着拐
杖来到路口，在绿灯时穿过马路，
由于行动较慢，迟迟没有走到马
路对面。小记者刘田田看到后立
即和另一名小记者一起跑到老奶
奶身边，帮她拉着小车，扶着她一
起通过马路。看到两名小记者表
现，老太太连声称赞他们是懂事
的好孩子。

小记者当起交通协管员

天气转凉，冬日临近，
烟台虽然还未下雪，但是
每年到下雪时我们总能看
到各个路口在寒风中站立
的靓丽花朵，她们便是我
们熟知的女交警。11月18
日，本报组织小记者采访
了烟台的女交警们。

隔本报记者 侯艳艳
隔通讯员 许晓明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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