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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伟大的事业!源于伟大的梦想"个人的奋

斗如此!国家的发展亦然" 环顾世界!很少有

民族!能像中华民族那样!历经苦难与辉煌#

也很少有国家!在持续奋斗中!始终坚持$同

一个梦想%&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

来最伟大的梦想& % 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阐

述!展现了中华儿女不懈追求的美好愿景!揭

示了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集体意识! 道出了

中国梦最为本质的核心内容&

这个梦想! 凝聚着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

士的探索奋斗#这个梦想!蕴藏着中华民族固

有的$家国天下%情怀#这个梦想!更包含着中

国走向未来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 回首近

代以来!瓜分豆剖的危险'亡国灭种的阴霾'

(东亚病夫%的歧视)*国家失去尊严!民族

饱受屈辱! 个人何敢言梦+ 从新中国 (站起

来%!到改革开放(富起来%!再到新世纪(强起

来%!国家民族的强盛!让人民的幸福有了坚

实依托#(中国梦%的茁壮!使个人梦想有了广

阔空间& 吃饱穿暖'下海经商'有车有房**

个人梦想的日益丰富!再次说明!中华民族是

一个命运共同体!有国家的繁荣昌盛!才有个

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体现

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 是每一

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

斗目标%& 国家之梦!反映国民之梦#个人之

梦!融为民族之梦&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

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当今中国!国

家理念与人民期盼同声相应# 个人梦想与民

族梦想一脉相承!中国梦既是(强国梦%!也是

(富民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建设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现代化国家的蓝图! 对接着

(更好的教育%'(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

社会保障%的群众期盼& 个人敢做梦!国家能

圆梦!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中国梦

正一步步变为现实!让人民感受变迁'触摸幸

福'实现理想&

北京的长安街! 取盛唐之意! 贯穿于建

国'复兴二门间!谓之长治久安& 只有创造了

灿烂文明的民族!才会如此渴望再创辉煌#也

只有历尽苦难沧桑的国家! 才更珍惜来之不

易的道路&沿着这条复兴之路!为梦想努力奋

斗! 让梦想照进现实! 我们的目标一定要达

到!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中国梦!我们曾经离它如此之远!我们从

未离它如此之近&

!载 !"月 #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 !"

月 "日电"

沿着复兴路 共筑中国梦
———复兴之路启示之三

人民日报评论员

交通违法或与个人信用挂钩

今年12月2日是我国首个“全国交通安全
日”，主题定为“遵守交通信号，安全文明出行”。

当前的各种违反交通信号行为对我国交通
安全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围绕科学合理划分路权

这一目标，今后的公安交管工作将如何开展？将
通过哪些举措推动全民交通安全意识、法制意识
和文明意识的提升？为此，公安部交管局有关负
责人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采访。

公安部交管局负责人就安全文明出行等答记者问 ! ! ! !每年 !" 万起道路交通
事故，#万余人死亡……中国
疾控中心伤害防控室的监测
数据显示，在各类伤害死因
中，道路交通伤害已经成为我
国人群第一位伤害死因。如何
构筑安全的交通系统，已经成
为全社会不得不面对的严峻
课题。

魔鬼都在细节中
“见缝插针、乱穿马路”

的行人、“随意变道、鲜有礼
让”的司机，这是当前国内很
多城市交通现状的真实写照。
公安部交管局的统计显

示，近年来，$%&以上道路交
通事故因交通违法导致，其
中超过两成的违法行为是闯
红灯、不按车道通行、违反禁
令标志等“小节”。

清华大学法学院余凌云
教授指出，交通安全的魔鬼
都在细节中，看起来是小事，
又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常
怀畏惧、遵守规则，交通安全
就能成为每个人的护身符，
继续漠视只会让人人都成为
“马路杀手”。

人车争道埋隐患
公安部交管局相关调查

显示，在造成交通秩序混乱
原因的多重选择中，'(&的
人认为是“人车争行”，)"*$+
的人认为是“道路规划不合
理”，,"-)&的人认为是“城市
功能区规划不合理”。

公安部交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一些城
市缺乏科学规划，道路建设滞后，公交分担
率低，道路、停车供需矛盾突出。一些地方注
重短期建设，忽视长期影响，新建、改建、扩
建工程不进行交通影响评价，造成一些道路
交通拥堵“瓶颈”和安全隐患。
长期研究交通安全的东南大学交通学院

刘攀教授认为，目前我国道路资源日益稀缺，
行人与车争抢路权的矛盾加剧，如何平衡，考
验管理者的智慧。从各地实践来看，交通管理
者往往更多考虑机动车的路权，行人和非机
动车经常处于弱势。

更新理念和手段
国家车辆驾驶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主任金会庆教授指出，目前对驾驶人管理应
该区分普通驾驶人、职业驾驶人等实行分类
重点管控。解决车路矛盾，在拓宽道路架设
立体交通的同时，更应注重现有道路资源的
盘活，地下通道、过街天桥的密度是否合理，
信号灯长度是否超过交通流量要求，立交桥
和环路上下出口距离是否合适等，只有打通
城市道路的“微循环”，才能真正保障交通安
全顺畅。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 !"月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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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道路标志标线肇事
今年导致2.6万多人死亡
问%请问当前的各种违反交通信号行为

对我国交通安全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答%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什么是交通信
号。交通信号是对道路交通流进行控制、疏
导、合理组织，进而使道路交通有秩序运行
所采取的灯光颜色、线段符号、指挥手势等
所显示的信息符号。法律规定，交通信号包
括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和交通警

察的现场手势指挥。遵守交通信号，是每位交
通参与者守法出行的基本行为准则。

一方面，违反遵守交通信号是导致道路
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从今年 "至 "%月的统
计情况看，全国因闯红灯肇事导致涉及人员
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起，造成 .($人
死亡；因违反道路标志标线肇事导致涉及人
员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万多起，造成
!-#万多人死亡；因机动车未礼让行人肇事造
成 )!(人死亡；因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肇事造
成 "#"人死亡。

上述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违反
交通信号非常危险，要坚决杜绝侥幸心理。

另一方面，违反交通信号严重影响道
路通行秩序和通行效率。今年 "至 "%月，全
国驾驶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的行为主要有违
反禁令标志和禁止标线指示、闯红灯、不按车
道通行等，分别占查处总量的 "%-,,+、
$-"#+、)-)+。驾驶非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的
行为主要有不走非机动车道、逆向行驶、闯红灯
等；行人违反交通信号的行为主要有闯红灯、
不在人行道内行走、不服从交警指挥等。

有些标识设置不够合理
以人为本科学划分路权
问%部分群众反映!一些地方的交通信

号灯'标识'标线等设置不合理'不科学!并

认为这是导致 (中国式过马路% 的原因之

一&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 交通信号的设置实质上就是路权
的分配问题，科学合理地分配路权是实现
公平正义的应有之义。一些地方确实存在

交通信号设置、使用和管理不规范现象，我
们对群众的意见高度重视，部署全国公安
交管部门开展排查整改，目前已经派出 (

个工作组赴 !'个重点城市开展指导检查。
据不完全统计，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里，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已排查交通信号灯
(-(万组，一批交通信号指示不明、影响交
通参与者识认的问题得到纠正。

今后的工作中，公安交管部门将本着
以人为本、公平效率的原则，兼顾各种交通

参与群体的通行权利，对群众反映大、交通
状况拥堵、矛盾纠纷多的道路、路段和路
口，组织专家、行家研究论证，与其他主管
部门一道制定改进方案，科学合理地分配
交通参与者的路权，保证不同方向行人、非
机动车和机动车组成的交通流，在独立的
通行时间里安全、有序到达目的地。注意最
大限度减少机动交通延误的同时，为行人
通过道路和路口分配适当的等待时间，提
供充裕的通行时间。

遏制“中国式过马路”
典型案例事件曝光“亮丑”
问% 对于群众反映强烈的闯红灯'(中

国式过马路%等交通陋习!有什么样的针对

性措施+

答%首先，要通过新兴媒体和各种群众
喜闻乐见的新闻、文艺、影视等形式，动员

家庭、行业、社会的力量，呼吁广大交通参
与者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

其次，对于交通违法行为，公安交管部
门将加大教育惩戒的力度。通过提高路口
见警率，组织交通志愿者文明劝导活动等
方式，加大对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的违
法的教育、劝阻力度，以有效遏制“中国式
过马路”的现象；对严重违规造成后果和损

害的典型案例、事件要曝光“亮丑”。对于交
通违法行为，要严格管理、依法处罚。

此外，公安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国务院
有关精神，大力推进交通安全诚信体系建
设，研究推动将公民交通安全违法记录与
个人信用、保险、职业准入等挂钩的工作。

新华社记者 邹伟 史竞男

,据新华社北京 !"月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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