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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夜间路灯昏暗、车道分布不规则的道路
交叉口、车流量大的地方，都是交通事故的易
发地带。市交通委路政局此前就提出，将在道
路中央隔离带端部规范设置警示标识，明年
底前计划在全市 !"#!条道路、$#$%个道路路
口隔离带的端部新增警示标识。记者近日从
人大常委会上了解到，目标已经完成过半，预
计年底前完成总量的 &#'。

同时，警示标识安装后的成效也已经初
步显现。今年以来，由于新增警示标识，全市
路口伤亡事故同比下降 $'，七成出租车司机
对新增标识表示满意。而这些变化，都缘自 &

年来市人大代表余国强对道路路口隔离带反
光标识的持续关注。那么，道路隔离带新增反
光标识，对精细化城市管理已经并即将带来
哪些变化？记者就此展开采访。

醒目不刺目
黄色!"#最受欢迎

锦江出租汽车公司的张师傅开了 !# 来
年出租车，!年来，他发现中心城区马路隔离
带反光标识明显增多了，晚间开车，感觉尤其
明显。有意思的是，一条马路如果贯穿几个
区，隔离带反光标识也会不大一样，有柱状
的，也有安装在地下跟地面持平的，灯光有红
色的、白色的、黄色的。
“要我说，黄色 ()*最好，光线既柔和又

看得清楚，!## 米开外就能看见隔离带的端
口，也不会被强光刺得睁不开眼。”这不只是
张师傅的个人感受，也是众多出租车司机的
主流意见。市路政局通过市交通委官网、市路
政局官网、滴滴打车等平台，对“新增隔离带
反光标识”的民意调查显示，截至上月已有超
过 +###名出租车司机参与调查，其中 &#!表
示满意，,&!认为设置警示标识有必要，普遍
倾向于安装 ()*警示柱、防撞桶和反光立柱
等形式，()*黄色警示灯最受欢迎。

对司机们的感受，市人大代表余国强代
表深以为然。&年前，因为吴中路 %##号门前
马路隔离带反光标识缺失，导致事故不断，他
开始关注申城马路隔离带反光标识的科学设
置。&年来，他不但拍摄了数百张由于反光标
识缺位导致目不忍睹的事故“现场照片”，而
且，每一次出国他也不忘留意拍下当地的马
路隔离带反光标识，打算借鉴一下他山之石。
让他最满意的一张“他山之石”是这样的：一
根警示柱上，上下两只 ()*灯，晚间交替闪
烁，柔和的黄色光线，醒目却不刺目。

那么，上海的马路隔离带反光标识该是
什么样？“总之，要好用，也要好看，要配得上
国际大都市的形象。”余国强不是一个很善于
表达的人，每次说起反光标识，他都要这么
“总而言之”。

“针对余代表提出的警示标识要美观、
牢固、符合上海国际大都市形象的要求，市
路政局试点后对新型警示标识开展调研，高
度、外型、可视度和牢固度都做了优化，推出
了新型 ()* 黄色警示灯和 ()- 警示柱，现
已试点运用。”市交通委主任孙建平说，专家
论证表明，这两种警示标识与国外同类产品
相比，样式新颖、强度高、效果好，既符合上
海国际大都市形象，又能起到警示引导作
用，保障行车安全。

没有国家标准
上海标准!先行先试"

马路隔离带反光标识，究竟该什么样？国
家标准，尚无。但反光标识有没有，设置得科
学不科学，却事关开车人的安全和他们家庭
的福祉。“在调查了吴中路 %##号隔离带反

光标识缺失造成事故频发后，我连续提出代
表，请职能部门梳理排摸全市的马路隔离带
反光标识设置情况。”去年年底，在代表建议
督办会上，余国强向在座的市交通委负责
人、市公安局负责人用 ../展示了他的最新
调查———全市各个路段马路隔离带被撞事
故现场照片。

当时，来自市交通委的信息显示，几年来
市公安局和原市建交委先后在黄浦区、徐汇
区、静安区等中心城区道路部分中央隔离护
栏端头增设了红白防撞柱、反光警示柱、自发
光警示柱子等反光标识。
“目前，国家还没有马路隔离带端头设置

反光标识的规定，有关城市道路设计规范也
没有反光标识设置的具体要求；所以，本市各
区在推进中央隔离带增设反光标识的工作，
还不平衡。”市交通委副主任戴晓坚在当时的
督办会上说。

国家大法没有规定，道路设计规范没有
具体要求，但这并不妨碍上海可以为了保障
交通安全“先行先试”。“小小的反光标识，涉
及到全市交通安全，希望职能部门拿出一个
‘时间表’，希望隔离带反光标识也能成为上
海城市交通精细化管理的‘闪光点’，成为全
国的榜样。”市人大代表、上海政法学院副院
长胡继灵说。
那么，反光标识如何设置，才管用？先试

点看看。去年，市交通委协调闵行区在莘松
路、七莘路等 !!条主要道路开展中央隔离
护栏端头增设发光标识的试点，并做了优化
调整，针对车辆转弯容易撞坏反光标识的问
题，将路口端头的反光标识向内移了 !# 米
左右，既保护了反光标识设施，又降低了交
通事故。

同时，针对吴中路、古北路路口交通事故
频发，闵行区道路管理部门、区交警部门现场
调研发现，大型车辆调头困难，是诱发事故和
造成拥堵的重要因素，为此拆除了隔离带，并
安装了与地面持平的反光标识，为驾驶员提

供相对宽阔的视角，有效防止事故发生，提高
通畅率。
“今年以来，市交通委向各级道路管理部

门正式下发通知，打响了本市开展道路隔离
带端部警示标识整治的发令枪。市路政局同
步配套出台了警示标识设置指导意见、主要
道路设置方案等一系列文件，规范本市道路
警示标识设置。”孙建平说，本市还将结合道
路周边交通、照明设施、区域特点，对警示标
识开展技术研究，借鉴国内外实践经验，不断
优化升级，完善警示标识设置的规范标准。

伤亡同比下降$%

警示标识网格化管理
的确，很多年里，在不同区域，隔离带反

光标识的处境不平衡，在保障道路通行安全
的技术辅助系统里，它似乎属于“边缘化”。
“市交通委在承办代表建议初期，各个区

县的认识和感受并不统一，我们就逐一对
接。”孙建平说，今年上半年，全市各区县积极
协作，目前已安装总量的 %%'，共 $0%条道
路，涉 11!"个道路路口，以红白警示杆、反光
膜形式为主，部分道路设置 ()* 警示柱和
()*黄色警示灯。

新增了道路隔离带标识，效果如何？市
交警总队提供的数据表明，截至今年 , 月
底，全市路口伤亡事故 +0$ 件，比去年同期
下降 $'。
“市交通委已将警示标识纳入道路养护

管理范畴，对区管道路的维护管养进行年度
路政考评。”孙建平说，隔离带反光标识纳入
网格化平台，还要健全问题发现机制、举报机
制、处置机制，加强常态维护管理。
目前，全市尚有 &!$条道路、涉及 +&%!

个道路交叉口需要整治警示标识，计划今年
年底前完成总量的 &#!，明年全部完成。“同
时，还要选取中环快速路的典型位置提高警
示标识设置标准，推广 ()*黄色警示灯，争取
明年市管快速路高标准覆盖。”孙建平说。

上海市人大代表七年持续关注 隔离带新增警示标识成效初显

反光标识折射精细化管理新要求

! ! ! !目前，“电子警察”在城市道路管理中
的威力如何？

+#!%年度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建议督办
透露，+#!1年以来，本市以每年 &##套的速
度加快建设“电子警察”，目前累计建设超
过 1%##套，力争覆盖交通违法突出的重点
道路。

今年以来，利用“电子警察”非现场执法
共查处交通违法行为 $++2&万余件，同比增
加 +03&'。其中，针对高峰时段社会车辆违
法占用公交专用道，采取公交车车载“电子
警察”和固定式“电子警察”相结合的执法模
式开展严管、严处。目前，全市公交专用车道
“电子警察”已达 +##套，今年还将新增 01

套。截至今年 ,月底，共查处违法占用公交
专用道行为 1%3,万多起，同比增加 &&"3&'。
“十三五”期间，本市将继续保持每年新

增 &##套“电子警察”建设规模，不断创新执
法方式，严查机动车滞留路口、违法变道、违
法停放，提升执法管理效能。

本报记者 姚丽萍

! ! ! !余国强! 是我认识的最较真的人大代

表之一" !年来!申城马路隔离带端口的反

光标识设置!一直让他念念不忘"

!年里! 余国强曾不止一次说起他的

焦虑!反光标识虽小!但也是人命关天!不

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堵$上这个安全漏洞%

去年! 市交通委成为一个独立的专门

机构! 负责城市交通的科学管理!&反光标

识$ 代表建议也交由这个新机构承办% 继

而!&反光标识$ 终于有了明确说法'((上

海先于全国制定了道路隔离带反光标识的

&地方技术标准$!落实了主管部门!纳入了

网格化管理%

!年来!&隔离带反光标识$ 的代表建

议!从最初的&留作参考$!到&计划解决$!

直至为时不远的&解决采纳$!余国强没有

放弃!他不懈努力!是为了让这座城市更

安全%

现状! 决定了一座特大型城市公共安

全的&新常态$(((城市安全管理是精密网

络!任何一个节点出现问题!都会引发险情

与事故)即使做好 ""#"$管理事项!若 %#&$

出现问题且未及时处置!就可能引发悲剧%

面对如此&发生概率低*危害却极大$的新

常态!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核心特征应是+每

个管理环节!流程清晰!责任明确!隐患&零

容忍$%

小小反光标识! 却是特大型城市公共

安全!不可或缺的一环% 今年以来!因为隔

离带反光标识的重新设置! 全市路口伤亡

事故同比下降 '$!七成出租车司机对新增

隔离带标识表示满意%也正因为如此!作为

一名人大代表!余国强恪尽职守地较真!格

外有意义% 姚丽萍

!"#!

不放弃

“十三五”全市每年将新增700套“电子警察”

本报记者
姚丽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