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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2 日清晨，交警陶勇早早来
到了宽窄巷子东广场。平日里，这是他
的辖区。两天前，他得到消息，这里即
将举行“中国好交警·中国好司机”公益
活动（四川站）的启动仪式。

作为成都市交管局交警四分局三
大队的副教导员，陶勇发自内心地支
持这次活动。他特别希望借助这样的
活动，让更多的人理解他们。

“我 43 岁，当交警 21 年。”陶勇说，
自己的咽炎和鼻炎是交警的职业病。

“我们执法是为了确保道路的安全
和畅通。我觉得，现在的执法环境还
可以更好，交警和司机还可以更为理
解对方。”陶勇说。

在 22 日的“中国好交警·中国好司
机”大型公益活动（四川站）启动仪式
上，包括陶勇在内的全国 27 万名交警，
被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四川省文明
办主任朱丹枫誉为“马路天使”。

“如果说交警是马路天使，那么，
司机就是马路天使守护的人群。我们
推选出心目中的好交警、好司机，就
是为道路交通‘系上安全带’。”朱丹
枫还呼吁，全省乃至全社会需要进一
步提高全民交通安全意识、交通法制
意识和交通文明意识，让路途更顺、
让警民关系更和谐。

作为构成道路交通安全的两大主
角，交警和司机也是此次大型公益活动
的主角。启动仪式上，四川省交通厅交
管局副局长李德华说，很多交警如今成
了网络红人，他们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引领着敬业、奉献的新风尚。

“交警既是道路交通的管理者，又
是重要的参与者。要营造和谐的道路
交通氛围，必须充分调动全体交通参
与者的积极性，形成强大的社会推动
力。”李德华说。

此次启动仪式的主持人——42 岁
的成都交警谭乔就是这样一名红人。
在他主持的 《谭谈交通》 里，谭乔用
独特的幽默风格来处理违章司机。“我
会说，您这个超载行为简直是快车道
的巅峰之作啊！要让更多人接受安全
理论、实现教育目的，就要摆脱呆板
与刻板。”节目开播 9 年来，交通法规
伴随着他的形象走向千家万户，成都
也以 336.1 万辆汽车的总量在全国城
市中排到了第三位。

与好交警的激励作用一样，好司机
的故事也正成为这个时代的正能量。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英权
说，“要构建安全、畅通、文明、和谐
的道路交通环境，提升文明交通水
平，关键在于加深认识、转变人们的

行为方式，特别是要培养安全文明、
高素质的驾驶员。”

86 岁的成都市民曾凡玉参加活动
后感慨地说，“车是越来越多了，可好
多司机是‘黄司机’（四川方言，指技
术不行的司机），还有不少坏习惯。”
虽然自己不开车，但在曾凡玉 20 多口
人的大家庭里，儿子、女婿和孙儿都
是司机，而且个个是开车踏实、从不
酒驾的好司机。“大家都遵守交通法
规，这样家庭才能平平安安嘛！”曾凡
玉说。

作为西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
四川省从 2013 年 12 月开始道路交通
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今年，则是四川

省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攻坚年。为
了推动全社会安全出行、文明出行，
四川省交通运输业将驾校和运输企业
作为传播文明交通理念的主阵地，建
立了驾校和教练员动态考核机制、驾
驶员黑名单制度，努力为社会培养优
秀的驾驶员。

“当人与人、车与车、人与车之间
的矛盾日益凸显时，交通文明的意识
亟须培育和改善，人们对于建设和谐
汽车文明社会的诉求也日益强烈。”东
风汽车公司党委工作部部长陈郧说，
这次公益活动将为四川搭建起一个安
全行车、文明驾驶、警民和谐共建的
重要平台，借助这一平台，展示广大

交警和司机群体的工作生活和风貌风
采，能够激发全社会文明出行、安全
出行的意识。

活动现场，年仅 15 岁的志愿者、
成都市技师学院的新生冷峻，郑重地
在签名墙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也签
下了自己对文明交通的承诺。学习机
械专业的他告诉记者，他满 18 岁后就
会去考驾照，当个好司机。

“举办这样的公益活动意义重大，
通过这一活动的有益引导，在四川乃
至全中国都会涌现出更多的好司机、
好交警。”李德华说。对于这次覆盖全
国的大型公益活动来说，这或许才是
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好交警·中国好司机”大型公益活动（四川站）启动

人人参与 传递文明交通正能量
本报记者 陈莹莹

下午 4 点半左右，天色渐暗，采访
车在山路间行进。窗外是连绵的大山，
山下，青衣江奔腾不息。这是 11 月 22
日，由于国道 318 线 K31+310 至 375
段道路左侧边坡发生滑塌，四川省雅
安市 318 线多营至天全两河口段实行
交通管制。从成都市到芦山县，要绕行
荥经县、天全县，沿国道 318 线一路前
行，货车、客车、摩托车交织在一起，蜀
道之难体现得淋漓尽致。

飞仙关是这条国道的一处主要交
通路口。在这个路口，3 条道路交会，
车声隆隆，人流车流交织。傍晚 17 点
左右，芦山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飞仙中
队交警侯林茂正在执勤。由于交通管
制，不时有司机停车询问路况。他一
一作答，看到大货车前来，都给出明确
的手势。在大山的映衬下，他的身影
显得那么瘦小。

“今天的车流少多了，通行情况还
算正常。芦山强烈地震发生前，这条国
道平均每天的车流量在 4000 台。地
震发生后，援建车辆源源不断，平均每
天车流量在 3 万台左右。”侯林茂在执
勤间歇告诉《经济日报》记者，“这条路
上货车特别多，尤其是后半夜。交通管
制后，我们熬了好几夜了。昨晚执勤到
今天早上，我是凌晨快 6 点睡的，下午
又来值班。”他所在的“保畅执勤点”位
于飞仙关镇，是芦山县南大门。他们全

天候值班，24小时有人在岗。
今年 31 岁的侯林茂有点腼腆，“我

这个人不善言谈，只想把工作做好。”
2002 年，他高中毕业考入泸州警校，学
的是治安管理，没想到毕业后分配到芦
山县公安局，成为一名交警。“刚开始心
里也有点失落。做交警我一窍不通，要
从头学起。而且，纠正违章时驾驶员往
往并不理解，有时骂骂咧咧，有时还对我
们推推搡搡。”但工作了一段时间，他渐

渐爱上了这个岗位。
“在我们辖区内，一旦事故发生，有

时一堵就是 10 多公里。记得有一次周
末，赶上交通拥堵，我从中午 1 点开始疏
导，一直到第二天凌晨才疏导畅通。”侯
林茂说，虽然比较辛苦，但交通平安顺畅
了，他就觉得很高兴。

飞仙中队管辖着国道 1.8 公里、省
道 18 公里、乡村路 48 公里，路况复杂。
去年 4 月 20 日，四川芦山县发生 7.0 级

强烈地震。地震发生时，他正在宿舍
休息。“当时地晃动得厉害，我想这是
出大事了。情况紧急，所有干警马上
到岗，帮助搜救伤员，保障生命线畅
通。当时，我们管辖的路段上，有一处
巨石砸下，造成路段阻断。大家齐心
协力把伤员转运出来，我也运送了一
名伤员。”地震后，他与战友一起保畅
通，灾后重建期间，这条路上车流量激
增，他一直处于超负荷工作。

与一般交警不同的是，雅安市推
行“民警联勤执法”，交警和治安干警
一起执法，破获了多起汽车盗抢、贩毒
案件。执法过程中，他们面临一次次生
死考验。侯林茂记得很清楚，有一个深
夜，他们在飞仙关设卡检查，忽然有一
辆车看到警察掉头就跑。他马上意识
到肯定有问题，立刻与同事驱车去追。

“追了两公里后，他看到我们追，一打
方向盘别我们，差点儿让我们翻车。我
加了一脚油，警车横到那辆车前面，就
像警匪片似的。驾车人弃车逃跑，车上
留有两把长刀，后来一查，这辆车是偷
来的。”侯林茂说。

交流间，大地晃动起来。没过多
久有人说，“康定县附近发生了 6.3
级地震”。“震级不轻，这条路上的压
力必定加大，我们又要全力以赴保畅
通了！”那一刻，侯林茂的眼神里写
着“责任”。

七盘关，川陕交界咽喉处，四川连接秦岭以北地区的唯一道路
枢纽。这是进川的北大门，四川高速交警成绵广三大队二中队中
队长凌阳和他的队伍构成了交通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这段山区高速桥隧比超过 80%。从七盘关进川，是连续的
10 多公里下坡。天气好时一片平静，一旦雨雪天气路滑，事故就
是‘捡着走’。”凌阳解释说，在长下坡路段，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后
面常常来不及刹车，即便标志再醒目，也往往难起作用。

险则思变。凌阳和同事们摆上“三角筒”强行控制车速，效果
仍不明显。去年 9 月，他们把路面通过铣刨机拉成槽，增大摩擦
力，从那之后到现在，只发生过一起事故。

要动脑子的地方还有很多。去年 12 月 21 日，针对大货车的
载重超限整治开始。凌阳说，光处罚不行，罚得越多，货车越会通
过超载来挽回损失，必须把违规车辆挡在关口之外。他开始了“三
步走”行动计划。

第一阶段，设备不给力，固定电子磅秤尚未到位，临时秤很快
用坏了几台。假如全部货车都过磅，势必造成川陕界大拥堵。凌
阳想了一招：借用陕西方的过磅票来判断车辆是否超载。陕西过
磅点与七盘关收费站中间没有下站口，驾驶员不可能装卸货物。
票据核实无误就放行，超重的绕行到出川方向继续过磅。问题虽
然解决，但依然耗时耗力。

第二阶段，3 个车道安装 3 台固定磅秤，车子通过时收费站
会在电子屏幕上显示实时数据。交警岗亭距离收费站仅 50 米，
一旦有问题，收费员与交警通过对讲机联系，让车子开到岗亭前
接受检查。这样一来，大大解放了人力，2 个交警监控了全部 3
个车道。

第三阶段，今年 6 月开始，所有危险品车辆和客车通过收费站
都不给卡，必须先到交警岗亭查验合格后，再通过对讲机告知收费
员给卡放行。

为什么这样管控？
“因为货车、危险品车辆与客车是高速行驶发生事故最多的，

我们是北边进川的第一站，一定要守住、守好，决不能让它们带着
毛病上路、带着问题进川。”凌阳说。

七盘关逐渐从双向 8 个车道发展成 18 个车道，车流量变大的
同时，交警们也有了空间更大的新岗亭。这样一来，轮班倒的时候
再也不需要离开岗亭，直接可以在里面睡觉。

“现在，8 个人都可以在岗亭工作，警察越多，威慑力就越强。
大家知道七盘关管得严，违规的事情就会少很多。”凌阳说，与全国
的同行相比，自己所在的中队不算是地形地貌最艰险的，更不算拥
有最多高科技手段的，但他们是从七盘关入川的司机对四川基层
交警的第一印象。

“或许，北边过来的司机一路上并不会特别留意各地的交警。
但我们的工作面貌好一些，工作方式方法科学一些，执勤执法规范
一些，驾驶员就能看到四川交警的尽职与尽责。”凌阳说，只要实现
这一点，他和队友再苦再累，也没有任何遗憾。

我国正快速进入汽车时代。10 年

间，机动车数量、驾驶员数量双双大幅上

升。城市里车流人流交织，给交通管理

带来巨大挑战。

这是一组惊人的数字：截至 2013 年

底，我国机动车数量突破 2.5 亿辆，机动

车驾驶人近 2.8 亿人。31 个城市的汽车

数量已超过 100 万辆，其中北京、天津、

成都、深圳、上海等 8 个城市汽车数量超

过 200万辆，北京更是超过 500万辆。

令人遗憾的是，与汽车时代快速来

临相比，汽车文明显得有些“迟到”。在

我们身边，超速行驶、随意变道、闯红灯、

沿路抛撒垃圾、开车打电话等不文明行

为仍屡见不鲜。正是这些不文明行为造

成了交通事故多发，造成了人身伤亡或

财物损失，增加了社会治理成本。

有学者感慨地说，“交通安全的魔鬼

都在细节中，闯红灯、不按车道通行、违反

禁令标志看起来是小事，却又都是人命关

天的大事。如果继续漠视交通信号，只会

让人人都成为马路杀手。”确实，文明出行

坚守的虽只是一些简单的规则，但破坏规

则引发的交通事故，教训则异常惨痛。

汽车文明关乎千家万户的生命安

全，关乎整个社会的平安稳定。同时，汽

车文明也是一把标尺，衡量着一个国家的公民素质和道德水平。

在一些发达国家，司机驾车行驶至斑马线，一般会主动减速，等确

认安全后才通过。这种汽车文明，为交通系上了安全带。我国进

入汽车时代相对较晚，汽车文明建设亟须提速。

“中国好交警·中国好司机”大型公益活动举办以来，我们倾听

了不少感人的故事，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我们记住了

那些在风霜雨雪中坚守岗位保畅通的好交警，记住了那些把乘客

安危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的好司机。我们呼唤汽车文明，呼唤

全民行动起来，共同提高我国公民道德的尺度。

汽车时代，不能让汽车文明“迟到”。冬季是道路交通事故高发季

节，更应引起高度警觉。只有每个交通参与者都严格遵守交通法规，

摒弃交通陋习，用行动共塑汽车文明，才能真正赢得一路畅通！

四川省芦山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飞仙中队交警侯林茂：

蜀道难 交警护平安
本报记者 王 晋

四川高速交警成绵广三大队

二中队中队长凌阳：

这里入川 我守雄关
本报记者 陈莹莹

别让汽车文明

﹃
迟到

﹄

王

晋

别让汽车文明

﹃
迟到

﹄

王

晋

更多好交警好司机相关报道

，请扫二维码

11月 22日，侯林茂正在辖区疏导交通。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凌阳（右一）在高速路上检查路况。 （资料图片）

上图 启动仪式现场，协办方向《经济日报》采访团代表授旗。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左下 启动仪式现场，工作人员、现场观众在签名墙上签名。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右下 《经济日报》记者陈莹莹（右）正在采访交警代表。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