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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近年

来，飞凤街人行扶梯伤人事件

时有发生，且多为老人。现将

乘坐人行扶梯注意事项整理

如下：

一、要靠右边站立，留出左

边让赶路的人通过;

二、在上下扶梯时，要稳步

快速进入和离开。不要长时

间两人并排谈话，以至于阻挡

通道;

三、乘梯时，应有一只手扶

住电梯扶手，以免电梯发生意

外突然停止时失足跌落；

四、按顺序排列乘梯，如确

需快速超前，应该有礼貌地告

知前面的人，再从扶梯的左侧

安全地通过。如果不小心碰到

别人，要示意他人表示抱歉;

五、65 岁以上和患有高血

压、心脏病等疾病的老人也要

注意，老人乘坐手扶电梯时应

有家人陪同。

近日，合肥市民陈先生给
星报热线打来电话，称他在驾
车过程中发现有个问题，车辆
追尾事故，出租车被追尾的占
大多数。陈先生表示，被追尾
的出租车后挡风玻璃都贴了
广告，估计是张贴的广告影响
了视线，导致事故的发生。

记者 张崴/文 黄洋洋/图

记者探访：
出租车后挡风玻璃贴广告呈普遍现象

昨日上午，记者驾车绕合肥市一环

走一圈发现，道路上行驶的出租车后挡

风玻璃上基本都张贴了各种各样的广

告，这些广告几乎将整个后车挡风玻璃

全部覆盖，有的只给玻璃留下大约三分

之一的空隙。

路途中，记者发现，不少出租车在

变道时与左右后方车辆距离十分近，如

果后车不及时踩刹车很有可能发生追

尾。有时，当前方车辆减速，出租车基

本不管身后跟随的车辆，直接一个急刹

车停在了路上。“估计出租车驾驶员都

没看车内后视镜，或者被广告挡住了视

线，所以才顾不上身后所跟随的车辆。”

一车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

出租车司机：视线模糊点没事

上午11时许，记者在北一环与亳州

路交口搭乘一辆绿色出租车，该车后挡

风玻璃张贴着房产广告。坐在车内后

排，记者回头看了几眼，整面广告已将

玻璃全部覆盖，透光度很低，车后景象

模模糊糊能看到一些。

该车驾驶员介绍，张贴该广告一个

月会有15元费用。至于视线是否被挡，

司机这样说：“广告贴有密密麻麻的小

眼，可以看到后方，只是模糊点罢了，开

出租车的驾驶员技术都很好，即使模糊

点也没啥事。”

驾校教练：肯定影响驾驶

只要能模模糊糊看到后方一些景

象就没问题，难道真如这名驾驶员所说

的吗？在采访中，不少私家车主表示，

出租车在道路上太疯狂，变道、急刹车

基本不管后方和旁边的车辆，加上后视

镜又看不清，肯定有影响。

记者采访了农大驾校从事9年教练

的徐徽，据他介绍，车内倒车镜主要是

用来观察车后的情况和倒车时使用的，

车内后视镜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右反光

镜的盲区，所以从车内后视镜能够看到

右后玻璃和后档右侧，靠右停车时，右

侧倒车镜有一定的盲区，也要通过车内

倒车镜进行判断，如果后挡风玻璃被掩

盖，给行车肯定会带来影响。

交警部门：
后挡风玻璃张贴广告是不允许的

记者就上述情况采访了交警部

门。据称，在车后挡风玻璃上贴广告宣

传画是违法行为。《交安法实施条例》规

定，在机动车驾驶室的前后窗范围内悬

挂、放置妨碍安全驾驶的物品属违法行

为，可处以150元罚款。另外，《机动车

运行安全技术条件》法规中明确规定，

任何车辆不能在车窗上张贴广告。

交警称，如有特殊原因在车身张贴

广告的，必须到工商部门审核，再到车

管部门进行查验。记者了解到，根据

《户外广告登记管理规定》，利用交通工

具设置、绘制、张贴的广告属于户外广

告，广告的发布要由有资质的广告公司

到工商部门办理审批手续，未经工商部

门登记审批的，任何单位、个人不能发

布户外广告。

天天乘电梯
安全就在你的举手之间
省质监局统计：电梯故障和事故百分

之七十都发生在使用环节

星报讯（严飞 记者 赵莉） “我省

70%以上电梯故障和事故发生在使用环

节。”昨日上午，安徽省质监局召开新闻通

气会发布信息称。省质监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说，截至今年6月，全省共有注册电

梯104283台，其中合肥市电梯已超过6

万台。去年，我省共发生5起电梯相关事

故，合肥市统计接到的电梯故障报警和投

诉就超过1000起。电梯安全形势相当严

峻，如不进一步加强管理，电梯安全故障

和事故的发生势必增加。

为此，省质监局历时10个月，制作了

我省首部电梯安全知识宣传片。该宣传

片分为三个板块，分别是：电梯安全乘用

知识、电梯维护和保养、电梯检验。宣传

片总时长约20分钟，内容既丰富又精炼。

省质监局相关负责人提醒：乘坐电梯

时不要用手扒电梯门，在电梯停靠过程中

有时会有硬币、果皮等东西落入电梯门和

井道的缝隙中，应立即告知电梯专业人员

协助处理。

电梯门打开后，一定要确定轿厢到达

并准确对位再进出电梯。电梯门正在关

闭时，外面的乘客不要用手、脚等阻止关

门，这时最好等待下次电梯，或者请电梯

内的乘客按动开门按钮使电梯门重新开

启。电梯内的人也不要伸手伸脚、探头探

脑，更不能将携带的物品放在间隙处阻止

电梯门关闭。

此外，当电梯发生异响，这预示着电

梯可能会有安全问题；电梯轿厢地板与楼

层如果不平，说明电梯有故障；电梯机房

通常在楼顶的最高处，容易招引雷电，因

此雷雨天最好别坐电梯。即使乘电梯，也

不要将流水的雨伞、雨靴带入轿厢，以免

发生电气设备短路故障。

出租车后挡风玻璃张贴广告影响视线又违规，谁来监管是难点

别让15元钱，“埋没”安全行驶生命线

意外，从来都在一瞬间
编者按：上上下下的人行电梯、给我们出行带来无限便利的出租车、还有高楼林立必备的电梯，这些都和我们城市生活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是，电梯事故频发，人行扶梯伤人，出租车广告张贴易诱发交通意外，看似和我们无关，其实，意外
也许就在身边。如何将伤害减少到最低，如何将危险扼杀在萌芽状态？希望下面三篇稿件能给所有人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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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乘电梯过程中摔倒

昨日中午12时许，市场星报记者赶到现

场时，摔倒老人已被送往医院。

据BRT站台值班人员介绍，事发时他正

在值班，听说有人摔倒，就从值班室走了出

来，刚到电梯出口就看到有几个人搀扶着老

人上来。

“当时有三个老人，其中两个是老太太，

一个是老大爷，老大爷受伤较重一些，小腿

擦伤，出血了。”该值班人员描述说，“据当时

搀扶老人的乘客说，两位老太太在前边，老

大爷在后边，一个老太太摔倒的时候，后边

的老大爷去扶，结果三个人都摔倒了。”

记者赶到医院时，老人已离开。之后，

记者联系上了当事人之一葛大妈。

葛大妈说，当时她和妹妹、弟弟三人

打算乘公交车回家，在乘人行电梯时发

生意外，弟弟受伤较重，自己和妹妹则

还好。

在飞凤街下穿桥记者还看到，靠路南侧

的一部电梯已被封闭，被告知因零部件损坏

维修。

事发现场，一保洁人员表示，她刚接班，

没看到老人摔倒一幕。“电梯太窄，而且陡，不

小心很容易发生事故，尤其是老人。”

“电梯设计不合理，这里人流量大，电梯

又很长、很窄。”市民杨先生说。

城管：
电梯运行正常，老人摔倒系个人原因

记者联系了电梯的主管单位庐阳区城管

局设施设备管理中心下穿桥设施设备管理

组。管理组徐队长表示，事发后他们赶到现

场，调取监控看到，事故发生时电梯处在正常

运行状态。徐队长说,电梯有专人看管，每天

早晨电梯开启时，看管人员要先乘坐一次，确

保电梯无任何故障，然后才放行。

徐队长还表示，从事故发生到昨日下午

5点，没有当事人和他们联系，“我们也咨询

过律师，如果不是电梯故障，乘客摔倒是和

管理部门没有关系的。”

昨日中午11时50分许，
省城长江中路飞凤街下穿桥
通往BRT站台电梯发生一起
老人摔倒事故。据悉，三位老
人不同程度受伤，其中一位老
大爷腿部受伤较严重。

本报记者 文/图

三老人飞凤街BRT站台电梯上突然摔倒

事发时的录像,圈中为摔倒老人之一

出租车的后玻璃被遮得严严实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