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6.25 星期二
责编 金钟 ｜ 美编 郑宙 ｜ 校对 殷澜AA0404 焦点新闻焦点新闻

近期近期，，环城古运河慢行系统的环城古运河慢行系统的
建设建设，，引起了不少骑行爱好者的关引起了不少骑行爱好者的关
注注，，这意味着无锡又将多一条风景这意味着无锡又将多一条风景
如画的骑行道如画的骑行道。。

记者日前在采访中发现记者日前在采访中发现，，无锡无锡
骑行队伍逐渐庞大骑行队伍逐渐庞大，，无论是通勤上无论是通勤上
班班，，还是休闲运动还是休闲运动，，大家对骑行道大家对骑行道
路功能的诉求也有了更多想法路功能的诉求也有了更多想法。。

“骑得好好的，被后面的大哥铲飞了！”前几天，
新手骑友小施被路过的骑行者超车，由于失误将她
撞倒。无独有偶，市民黄先生骑车时也摔倒了，“前
面的骑友追尾，后面跟着摔了一大片。”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有一部分骑行者骑
行时缺乏安全意识。“专业一些、注重安全的骑友，晚
上出去夜骑肯定会带灯，前面、后面各一个，这样容易
被过路的人注意到，安全更有保障。”但在实际骑行过
程中，记者在环湖路观察时，发现不少骑行者穿着黑
衣，且没有配灯。不仅行人看不到，驾车路过的司机
也很难发现骑行者的身影。公开报道显示，在其他城
市更发生过由此情况造成的事故。

此外，还有一些骑行爱好者热衷“刷街”，“竞速”
行为会带来安全隐患。对此，很多城市都采取了疏
堵结合的方式，给骑行者建设了更多的场地空间。
在无锡，更多的骑行好去处正陆续与市民见面。如，
今年5月，位于新吴区的大运河沿线景观提升项目
一期工程完工，8公里长的骑行道串联花园、驿站、篮
球场等功能场所，一边是川流不息的大运河，另一边
是车水马龙的运河西路，为市民们带来了新的骑行
选择。在滨湖区今年共有约20公里绿道建设被纳
入全区的民生实事项目，截至目前，大浮挑空栈道、
钱巷浜绿道、青龙山西塘绿道、胡埭人民路绿道等
四条绿道已顺利完工。

此外，还有市民建议，与驾驶机动
车需要学交规、考驾照不同，通常
非机动车“会骑就上路”，几乎
没人去认真学习涉及非机动
车出行相关法律法规，因
此希望相关部门要加强
对交通参与者相关的
普法宣传，提升市民知
晓率，共建文明交通。

有业内人士认
为，未来，要想让百姓
的骑行热情持续下去，
除了骑行网络的构建，更
需要不断地加强规划中的
人性化设计。如很多
骑行者一般出门只
带一瓶水，喝完后
很难在途中找到
直饮水补给点；
公路车没有脚
撑，骑行途中休
息时常常“无处
安放”等，这都是
需要从细节处去
完善的，才能更好
的营造舒适便利
的骑行环境。
（（晚报记者晚报记者 张颖张颖//文文、、摄摄））

当通勤遇上运动——

如何让骑行者“各行其道”？

打造“自行车友好城市”，是城市
慢行系统提升的标志之一。去年，我
市发布了《无锡自行车友好城市近期
建设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提
出“营造安全、舒适、自由的骑行环
境”。规划落地一年，锡城出现了哪些
改变？

在环城古运河慢行系统已建成的
先导段（西水关桥—清扬桥），有不少
市民常来沿着河边漫步亦或是跑步健
身。市民刘先生表示，“听说这里将通
过全线建设骑行道、跑步道、漫步道三
道贯通的慢行交通系统，串联周边景
观，很期待完工后来骑车。”据悉，未来
结合三道系统，这里还将提供多样化
活动场地，并突出古运河特有的风貌
特征，增加城市记忆点。

非机动车道用彩色环保陶瓷颗粒
铺设清晰标识，分为电动车道和自行
车道。在今年新开通的高浪路上，每
当天气晴朗，总有很多骑行者呼啸而
过的身影，还有网友发帖称，“每次去
无锡出差都想把车带到高浪路骑一
骑。”

自行车友好不仅体现在骑行道增
多，更聚焦于道路设计规划时对于慢
行交通组织的完善。在相关网站，记
者看到关于《无锡自行车友好城市近
期建设规划》的相关效果图中有展示
出“荷兰式”交叉口改造示意图，其中
有“香蕉岛”保护骑行安全；更多受保
护的自行车等候区，直行、左转标识；
更短的过街距离、自行车过街引导带；
车止石保护交叉口空间等。一系列的
设计能够让自行车行驶更通畅。

在年初通车的高浪路上，为使非
机动车在经过道路沿线的开口以及一
些支路交叉口时能够降低速度，避免
与横向道路驶出的机动车发生碰撞，
无锡公安交警在省内创新设置了非机
动车主动减速系统。在最新完工的惠
源路（金惠路至堰新路段）道路提升工
程中，在惠源路与欣惠路、政和大道、
文惠路交叉口都设置了非机动车二次
过街交通流线，引导骑行人士安全过
街，更好地保障骑行和步行安全。

无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调查显示，无锡早高峰
骑行的人群中，有58%的人骑行区间在1公里之内。早
高峰骑行终点多为市中心、大学城、太湖广场以及医院周
边，这也恰恰验证了骑行有助于打通通勤“最后一公里”
的效果。

沿十里芳堤、环湖路、山水东路、具区路、贡湖大道
一路骑行，趁着晚风，在车少、人少、路宽的地带提上速
度，市民吴佳喜欢在晚上下班后骑行锻炼。“这两年骑行
爱好者越来越多，在环湖路经常碰到一大波骑友出行”，
吴佳说，“马路上浩浩荡荡的自行车，让人恍惚间觉得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风靡一时的‘自行车王国’又回来了。”

不过，在小红书等网络平台上，记者也看到了不少
对于“骑行”的争论。网友小董称，“单休打工人只有晚
上有空，没法去距离城市较远的郊野骑行道路，骑行过
程中路线不可避免与城市道路重合。”这时，他常常会遇
到机动车、非机动车转弯互不相让，行驶互相“争道”的
情况。网友许许却认为，“无锡有很多适合骑车的地方，
市区本来就车多，道路也不是单为某个群体建设。”记者
采访中，还有不少市民表示，“自行车都骑到机动车道上
来了，我们开车的人很为难。”

对此，资深骑友许女士告诉记者，人们一讲到自行
车，很容易把所有自行车混合“打包”在一起。其实慢行
系统是多元车种并存的，包括普通自行车、电动自行车、
竞速车、共享单车，有时违规电动三四轮车和摩托车也会

“挤”到非机动车道行驶，“运动自行车需要速度，确实也有
需求上的冲突。”

当通勤遇上运动，当机动车遇上非机动车，不同人
群之间的需求该如何平衡？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机
动车大量增加，骑行人群面临着路权、安全、规范和管理
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如今，随着骑行人群增加，同样的
问题也摆在眼前。记者注意到，2019年底，北京市确定
了“慢行优先、公交优先、绿色优先”的发展理念，首次将
步行、自行车骑行等“慢行”交通方式放在交通发展理念
的首位。

在无锡，基于对市民游客的需求调研，我市编织了
“通勤+休闲”两张骑行网，其中通勤骑行网以交通连续
和便捷服务优先，以老城为中心的南北、东西向贯通性
廊道初步显现；休闲骑行网则更强调品质，形成“山水连
城”休闲骑行网络。

骑行道不断上新
设计更为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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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骑行氛围
需要共同打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