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去年和今年，深圳和北京先后向乱穿
马路宣战，“战果”显示：行人闯红灯过马路
跟风效应明显，发生率密集；集中整治虽有
效，但间歇性行动效果难以为继；目前惩处
力度过轻难以震慑路人。

行人闯红灯发生率高
今年 !月 "日，北京开始对乱穿马路

说“不”。当天，在国贸桥下建国路西南角一
路口，有统计显示，#$分钟内即有 #%名行
人闯红灯。#个月左右的缓冲期过后，北京
市对于不听劝阻、带头硬闯红灯的行人和
骑车人开始分别处以 #& 元和 '& 元的罚
款。去年 (月，深圳市交警局对行人、非机
动车交通违法行为开展连续数日的集中整

治，首日行动便查处行人违法 )%$人、非机
动车违法 '*(人。

现场罚款警力需求大
据北京执勤交警介绍，必须要两到三

名交警同时进行，才可以对闯红灯者做出
纠正或者处罚。此举对警力需求量较大，执
法开始当天早上 *时 !&分开始，北京军区
总医院北门路口有 !名协管员和数名交警
到岗。深圳市交警局表示集中整治行动过
后，一切又如常，在对行人违法的查处上难

以保持统一性和连贯性。

处罚过轻震慑力不大
有深圳市民认为，对行人闯红灯处罚

过轻，难以奏效。深圳在执行过程中，行人
只要自愿维护交通秩序，交警一般会安排
其以路口站岗协勤的方式，抵扣罚金。如处
$&元以下罚款的，维护交通秩序 #个小时。
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管和执行力度，违法
人站岗协勤的时间往往大打折扣，缺乏约
束力。 姜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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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最帅交警”陈栋坐镇，! 名交警、! 名
志愿者、!名交通协管员把守。今天早上途
经南京西路华山路口的行人和开车人，都
被路口严阵以待的“腔势”吓了一跳。

从今天起到年底，交警部门在日常严
管的基础上，对行人和非机动车违法开展
专项整治行动，南京西路华山路路口正是
全市 )&多个重点管理路口之一。

一小时只抓到一个闯红灯的
上午 (时许，记者来到这个路口采访。

在接下去 #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过往行人
如履薄冰，没有一个敢越“雷池”。对此，静
安交警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路口是一级
岗，从早 *时到晚 *时都有交警管理，平时
行人的守法率就很高。

上午 "时 &*分，一名年轻女子搭乘出
租车在华山路靠近静安寺的一边慢慢停
下，下了车的女子急匆匆地小跑穿过马路。
她没有注意到，这边的路口并没有人行横
道线，过街行人都是从地下通道穿越。此时
正是红灯。交警连忙上前阻止，要求年轻女
子出示身份证。
年轻女子一手挽着 +,-.-的挎包，一

手拿着 /0的钱包，看样子是附近工作的
女白领。她一边拿出身份证，一边催促：“赶
时间，上班迟到了。”听说交警要对她处罚，
她顿时不干了。“我是行人，为什么要罚
我？”“我又没被车撞，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趁交警不留神，她一把抢过身份证，一溜烟
地跑了。为了避免追赶造成交通意外，交警
只好“放她一马”。

受罚女子把处罚单扔在地上
近一个小时只抓到一个闯红灯的。上

海的行人守法率真的这么高？记者来到相
邻一个路口的万航渡路愚园路，这里也有交
警驻守，但没有南京西路华山路路口那么密
集。相比之下，行人的“胆子”要大一些。

上午 "时 !&分，一位老伯从愚园路西
向东闯红灯穿过万航渡路。被交警拦下后，
老伯开始有些茫然，知道自己闯红灯后，他
辩称没注意到红绿灯转换，接近路当中才
发现已经是红灯，就穿过来了。交警表示要
依法处罚，田老伯感到很冤枉，一再要交警
“把录像调出来”，在和交警纠缠了近 '&分
钟后，田老伯才终于认罚，交出 #&元钱，但
最后拒绝在处罚文书上签名，在交警的一
再要求下，才不情愿地签上了姓名。

上午 #&时许，在久光百货门前的南京
西路上，一位中年女子在车流中横穿马路，
而且没有走人行横道线，交警上前处罚，这
名女子不依不饶，骂骂咧咧，最终将处罚单
往地下一扔。交警让她捡起来，她充耳不闻
地一路小跑进了久光百货。

交警感叹路多人少管不过来
交警重兵把守的路口秩序井然，没有

交警管理的路口乱穿马路现象面广量大。

通过“标本式”的集中整治究竟能否真正改
变市民的陋习？对此，交警部门相关负责人
也大叹苦经。“我们只能做到交警视线内的
基本不漏。但警力所限，全市没交警的路口
比有交警的多得多，在没人管的情况下，只
能靠市民自觉守法。”

交警的覆盖率究竟有多少？据静安交
警相关负责人透露，静安区有交警管理的
路口约 ') 条，但大大小小的路口近 %&&

个，交警覆盖率不足 #&1。全市的情况也基
本如此。“我们之所以在重点路口严管，也
是希望通过习惯的养成，把行人守法效应
辐射到周边路口，逐步带动更多市民。”

除了人手少、任务重，交警面临的另一
个难题是被处罚市民的不配合。“今天上午
的这些还算文明的，有的不但不肯接受处
罚，还要辱骂交警，甚至耍赖，要钱没有要
命一条。碰上这种行人，搞上半个小时、一
个小时是常有的事。”交警还要承担指挥交
通、排堵保畅的重任，很多时候有心无力。

今天上午上海街头专项整治场景引发思考———

过马路何时不再用人管

! ! ! !记者在路口观察发现，南京西路华山
路口交通秩序好，除了管得严，一条地下
通道的存在也是重要原因。不少赶时间的
市民跑步穿越地道，虽然累得气喘吁吁，但
却节省了时间。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例
子。城市的管理者不仅要依法严管，也要兼
顾百姓的路权，为他们守法创造条件。
前不久南京对乱穿马路动真格，一天 (#

名行人受处罚。一位大妈乱穿马路，交警说
“旁边就是路口，多绕几百米不就到了吗？”大
妈回复：“人生能有多少个几百米，每天都绕
几百米，那人生很大一部分时间就荒废了！”

大妈“神回复”，虽强词夺理，但也是
一种隐藏的民意，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行人过
马路的不方便。乱穿马路肯定违法，但也是
市民对路权分配不公的一种挑战。

据统计，目前上海有机动车 ')&多万
辆，常住人口接近 '!&&万。随着汽车社会
的来临，城市越来越注重机动车的路权，
留给行人和非机动车的空间却越来越小。
调查显示，人行横道设置问题和红灯延续
时间过久是路人闯红灯的主要原因。交通不人性
化，不以人为本，行人自然不买账。

正如之前交警部门“实话实说”的那样，由于
警力有限，乱穿马路要真正做到有一个罚一个，根
本难以落实。如果只处罚部分人，或者带头人，那
法规就没有普适性，也就容易沦为运动式执法，执
法结束后，问题又回来。

顽症的治理不能仅靠交警。那些路口过宽、
行人过马路困难的路口，那些常规拥堵、不能留
太多时间给行人的路口……如果城市管理者尤
其是规划设计者提前考虑，及时辅以过街天桥、
行人地道，在严管之外，给百姓更多的选择，让百
姓心平气和地“红灯停、绿灯行”，乱穿马路可能
会少得多。 首席记者 潘高峰

首席记者 潘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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