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E-mail：tgrb@tisco.com.cn
2016年12月2日

星期五
责编 王瑞琴专 版

安
全
文
明
出
行
需
要
你
我
共
同
努
力

12月2日是第五个“全国交通安全日”。为大力推动道路交通安全综合
治理，保障职工家属生命财产安全，在全公司营造共同关注交通安全、携手
创建文明交通的良好氛围，本报围绕“社会协同治理、安全文明出行”主题，
为广大职工提供一些交通安全、文明出行知识，为进一步推动文明交通人
人有责、安全交通人人有为新风尚的形成发挥好舆论宣传作用。

近日，福建交通广播电台组织4
名主播和35名广播听友，开启了“台
湾文明交通见闻之旅”。这真是个
好主意。好在可以看看台湾的交通
礼仪发展到什么程度，给我们一个

镜鉴。毕竟，交通文明也是社会文
明进步的重要侧面。

在台湾，交通文明尤其是公交
礼仪让人叹服。台湾“让座文化”
与博爱座紧密相连，无论在公交车
还是捷运中，即使车厢中没有老弱
病残孕人士，绝大部分身强体壮的
年轻人宁可站着，也不会去占用这
些座位；在台北捷运车站内和车厢
上，常常可以看到醒目的“手机通

话礼仪”宣传画，用卡通形象宣
传建议乘客在车厢内使用手机时
注意“轻声细语、长话短说、简讯
传送”。

相比台湾，几十年间大陆经济
发展很快，都市化进程加速，甚至只
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发
达国家一个世纪的汽车发展历程。
但不可否认，与之配套的社会发展
比如交通文明有滞后之嫌，乘坐公

交不排队、不让座，机动车变线不打
灯，司机开车过马路不礼让行人等
时有发生。之前北京一辆救护车3
公里走了40分钟，因让路不及时导
致病人死亡，更触发了对文明交通
礼仪的热议与反思。

尽管在城市道路设施等“基础
建设”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交
通文明建设的起点上，我们要走的
路依然很长。这方面台湾可以给我

们足够的启迪。罗马不是一天建成
的。台湾的交通礼仪也是一步步培
养起来的——有名流在台北市忠孝
东路的人行横道上被撞伤之后，台
北市大力宣传汽车礼让斑马线上的
行人，交警也严格取缔违规，如今情
况改善很多。

说到底，不遵守公共交通规则，
缺失交通道德的背后，是对生命的
蔑视。借鉴台湾“交通礼仪”的培养

过程，其一是要形成遵守社会公德
的良好氛围；其二是通过各种媒体
大力宣传文明行车礼仪，引导有车
一族在潜移默化中养成“我为大家
让空间、大家为我行方便”的公德意
识；同时，倡导交通礼仪进学校、进
社区，从孩子时期开始、从日常生活
关注，逐步养成“文明交通、礼仪出
行”的公众习惯。这些，也正是我们
在努力去做的。

机动车座次安排有哪些基本礼仪？
1.乘坐小轿车：如果是专职司机驾车，则贵宾专座应

为后排右座，后排左座次之；如果是朋友亲自驾车，客人
应坐在副驾驶位置以示对主人的尊重。

2.乘坐出租车：客人数量不满三人时，应坐在后排。
3.乘坐大巴、中巴或面包车：以司机后面的座位最为

尊贵，后面座位的尊贵程度从前往后依次降低。
驾驶机动车有哪些礼仪要求？
1.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交通信号和交通标志。
2.保持车身整洁。
3.不抢道，不抢行，不斗气，不做猛拐、来回穿插、别

车等危险动作，遇车队、非机动车或行人时，主动礼让。
4.雨天驾驶或蹚过路面积水时，应缓慢行驶，防止把

水溅至路人身上。
5.夜间会车时，应主动转换成近光灯。
6.不向车窗外吐痰或抛掷杂物。
7.在允许或指定区域停放车辆。
8.在没有明确禁鸣喇叭的区域，也应尽量少按、轻按

喇叭，不应长时间按喇叭。
乘坐飞机有哪些礼仪要求？
1.按时登机，对号入座。进入机舱后保持安静。
2.不将超大行李和有异味的物品带上飞机。尽快放

好随身行李，保持通道畅通。
3.登机后主动关闭手机等无线电设备。
4.不乱动飞机上的安全用品及设施。需要找乘务员

时，可以按呼唤铃，不宜大声喊叫。接受乘务员服务应
致谢。

5.在飞机上进餐时，主动将座椅椅背调至正常位置，
以免影响后排乘客进餐。

6.保持舱内整洁卫生，因晕机呕吐时，应使用机上专
用呕吐袋。飞行过程中尽量不要脱下鞋子以免异味影响
他人；如果是长途飞行，脱下鞋后应在外面再罩上护袜。

7.机上读物阅后整齐放入面前插袋。
8.飞机未停稳时不抢先打开行李舱取行李，以免行

李摔落伤人。
9.上下飞机时，对空中乘务员的迎送问候有所回应。
10.为乘机人送行时，可说“一路平安”等祝语，不宜

说“一路顺风”（飞机需逆风起飞）。
乘坐出租车有哪些礼仪要求？
1.路边招停，以不影响公共交通为宜。
2.上车时，年长者或女士先上；下车时，年轻者或男

士先下。
3.保持车内卫生，不往车外吐痰、扔杂物，应将痰吐

在纸巾里，下车时随其他杂物随身带走。
乘坐火车有哪些礼仪要求？
1.放置行李应相互礼让，与人方便。
2.主动帮助老、幼、病、残、孕等特殊旅客。
3.在车厢里，自觉维护车内环境卫生，垃圾投入垃圾

箱内；不随意脱下鞋子，更不可把脚跷放到对面座位上；
车厢内禁止吸烟；不可长时间占用卫生间和盥洗间。

4.在车厢内不应大声喧哗，以免影响其他旅客。
乘坐公共汽车、地铁有哪些礼仪要求？
1.排队候车，先下后上，礼让妇女、老人和孩子先上车。
2.听从司乘人员的引导。
3.主动给老人、病人、残疾人、孕妇和带小孩的乘客

让座。
4.保持车厢和站点的环境卫生；雨雪天，妥善放置所

携雨具，以免影响他人。
5.后下车的乘客应主动给先下车的乘客让道。
骑车有哪些礼仪要求？
1.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交通信号和交通标志。
2.礼让行人，红灯不越线，黄灯不抢行。
3.进出有人值守的大门，下车推行，以示尊重。
4.拐弯前先做手势示意。
行人有哪些礼仪要求？
1.按照交通指示灯和标志、标线行走。
2.应当请年长者、女士和未成年人走在离机动车道

较远的内侧。
3.多人并行应主动避让他人。
4.不翻越道路隔离护栏，以免影响交通和发生危险。

日前，公安部交通管理局
部署全国公安交管部门公开公
示公路客运车辆、旅游包车、危
化品运输车、校车等4类重点
车辆在2016年发生并被查处
的超员20%以上、超速20%以
上、酒驾、毒驾、违反凌晨2时
至5时禁行以及其他一次记12
分或者被行政拘留的严重交通
违法行为。

公开公示内容包括：驾驶
人姓名、车辆号牌种类、号牌号
码、处罚事由、处罚依据、处罚
结果以及被处罚车辆所属企业
名称、法人姓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等信息。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将汇总
各地情况在122交通网统一公
布，并向信用中国网推送，为金
融机构、保险公司、税务机关、
社会信用机构等单位评估当事
人融资授信、确定保险费率、评
定纳税信用级别、调整信用等
级或评分时提供参考。

相较于一般私家车而言，
公路客运车辆、旅游包车、危化
品运输车和校车交通违法行为
带来的安全隐患更突出，后果
更严重，一旦发生事故，将危及
更多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公
安交管部门公开公示工作将有
效警示相关企业、驾驶人，引导
道路运输企业主动加强安全管
理和驾驶人的安全教育工作，
推动其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从
源头上消除交通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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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一：堵车不堵心
“堵车很容易引发驾驶员的烦躁情绪，进而发展成‘路

怒’。”民警表示，堵车的时候大家都想抢快，加塞、抢道、互不
相让的行为就变得频繁，而这些不良驾驶行为，又是最容易促
发“路怒症”的行为。这种时候驾驶员往往情绪烦躁，进而互
不相让，甚至追逐“顶牛”。

因此，堵车的时候一定要放松心态，急也没用，不如静
下心来听听广播、音乐，舒缓心情。良好的心态才能保持
良好的驾驶习惯。

建议二：开车别在路上争吵
有些驾驶员脾气火爆，遇到抢道、追尾、碰撞等事故，

就会发怒火冒三丈，产生所谓“路怒症”。其实，在路上和
别人争吵，不仅不能有效解决问题，也会让双方的不良情
绪加深。这种时候冷静处理，反而更有利于事情的解决。
因此，在道路上遇到各种状况时，不要争吵，而是积极寻求
解决方案。

建议三：宁停三分，不抢一秒
“路怒症”有时候是因为驾驶员赶时间，却被别人耽误

了时间；有时候不一定因为赶时间，而是对时间有一定的
心理预期，超过这个预期就会烦躁。

这种情况下，一旦被人抢道、加塞，或者前方车辆缓慢
就能引发驾驶员的“路怒症”。驾车一定要有“宁停三分，不
抢一秒”的心态，不但能保持良好心态，还能避免交通事故。

文明交通台湾可镜鉴“让座文化”与博爱座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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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你避免“路怒症”

公安部交管局：

交通违法记录
挂钩个人信用

交通法规

评论解读

出行礼仪

交警支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