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化的交管设备

“当时，海口是全国仅剩的几个没有
安装自控红绿灯的省会城市。”刘郴跟红
绿灯打了几十年交道，谈起海口安装第一
批红绿灯的故事，他回忆满满。

1989年秋，按照上级的指示，海口市
接收了从澳大利亚引进的11套红绿灯系
统，并在国庆前将它们安装在解放西路、
大同路等11个路口。“红绿灯安装时，大家
都很好奇、很激动，围过去观看。”不过，刘
郴和同事很快发现，这些从国外进口的红
绿灯有些“水土不服”。

“那批红绿灯对电压的稳定性要求很
高，直接接入电源会导致电压忽高忽低，
容易对设备造成损害，接入稳压器后，可
以正常使用。此外，蚂蚁特别喜欢那批红
绿灯的电缆线，有时红绿灯用着用着就短
路了，把进口电缆线换成国产电缆线，这
一问题才得以解决，我们当时还调侃‘蚂
蚁也喜欢进口货’。”刘郴笑道。

刘郴介绍，20世纪80年代末，海南
的专业设备比较匮乏，没有设备可以把
维修红绿灯的工作人员举到高处，只能
用麻绳将三节梯子捆在一起变成一把长
梯子，一个人在梯子顶端维修，下面至少
要有两个人扶住。由于红绿灯故障率较
高，他们需要随时待命，有时在半夜处理
突发情况。

2004年，海口开始在一些人流量较大
的路段安装自助红绿灯，行人可以按键预
约过马路。从2010年开始，随着红绿灯
设备逐渐国产化及云梯的使用、互联网的
应用等，红绿灯的工作效率提高了数倍。

“现在只要在办公室动动手指，联网的红
绿灯就会立即调整好秒数，及时对路况进
行控制，跟以前相比简直是天差地别。”刘
郴说。

“2004年我刚进交警支队的时候，海
口只有几十套红绿灯，而且功能单一。抓
拍闯红灯行为用的是胶卷相机，隔两天就
要去换胶卷，否则无法继续使用。”海口市
交警支队科技通信管理科科长陈冬见证
了城市交通管理智能化的进程。他说，近
年来越来越能感受到交通管理中的科技

力量，比如2007年，海口交通指挥监控中
心建成，交通信号控制系统投入使用；
2008年，滨海大道、人民大道等12条道路
实施绿波控制；2014年，道路交通流量监
控预警系统建成并投入使用；2018年，“海
口交通大脑”项目开始实施。

人行天桥能“挡雨遮阳”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后，随着人口涌
入和汽车拥有量增加，过街设施不足的问
题开始暴露。20世纪80年代末，海口开
始兴建人行天桥。1989年9月30日，友
谊商场前、今海府路老省委前的人行天桥
最早投入使用。

横跨大同路的友谊天桥虽然不长，但
30多年来，一直承担着连接友谊商场和
解放西商业街的功能，为人们交通出行
带来便利。“这座天桥给我们带来了很多
便利，它连通这里的商圈，方便市民游客
逛街购物。”在解放西路做服装生意的陈
先生说。

离友谊天桥不远，建于1993年的龙
华天桥已有31年历史。龙华天桥是海口
为数不多有遮阳棚的天桥之一，遇到下雨
天，经常有市民上桥躲雨，天气炎热的时
候，走在桥上也能感受到一丝清凉。可以
说，“既能挡雨，又能遮阳”是这座天桥的
真实写照。

2023年9月，海口国贸路天桥启用，
这座天桥不仅能“挡雨遮阳”，还预留了供
电动自行车行进的通道。这一用心设计，
引发不少群众点赞。

近几年，随着运力的增加和线路的优
化，选择坐公交车出行的人数有所增多。
海口公交车的历史可追溯至1951年。记
者从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了解到，当
时的1路公交线路（海口至琼山府城），即
现在的4路公交线路，是海南国有公交历
史上第一条公交线路，已存在73年。这条
线路是海口历史最久、运营里程最长、客
流量最大的公交线路之一。

“以前的4路公交车没有空调，夏天司
机和乘客坐在里面很热，现在的新能源公
交车，空间更大，体验感更好。”海口市公

共交通有限公司车队队长郭仁豪介绍，
2003年到2011年，海口的公交车逐渐换
成了燃油空调车，市民坐公交不再像“蒸
桑拿”。

目前，海口公交线路已达152条，有公
交车近2000辆，基本覆盖了整个城区。
随着新能源公交车技术更新迭代，市民乘
车变得更加舒适。

“90后”穿城而过去上班

“最大的变化是，路网密了，红绿灯多
了，许多断头路被打通，然后路上新能源
车越来越多！”谈到交通的变化，在海口开
了19年出租车的“全国劳动模范”龚银州
颇有感触地说。他回忆，20世纪80年代，
海口已有出租车，但大多是商人、游客乘
坐，普通市民很少坐。

2003年来到海南后，龚银州驾驶的
第一辆出租车是绿色的捷达，捷达是当
时海口出租车行业使用较多的车型，油
耗成本大概是0.5元每公里。2009年前
后，海口的出租车基本上全部换成了蓝
白色的海马轿车，燃油车逐渐被天然气
车辆取代，能耗成本降到0.3元每公里左
右。最近几年，新能源汽车逐渐普及，
2019年龚银州开始驾驶新能源车营业，
能耗成本进一步降低至0.1元每公里左
右。“现在运行成本低，但因为要与数量
众多的网约车竞争，生意也不太好做。”
龚银州说。

近些年，海口城市交通面貌的变化，
还表现在路网的完善，比如海口修建海秀
快速路，提高西海岸至城东的通行效率；
建设海口湾畅通工程，将骑楼老街、钟楼、
云洞图书馆、天空之山等网红打卡点串联
起来，方便市民游客休闲娱乐。

“90后”陈翊君家住海口市秀英区白
云路，在海口江东新区一家事业单位上
班，每天早上6点50分起床，开车送女儿
去幼儿园，然后去上班。“我们单位9点钟
打卡，幸亏有海秀快速路，不然我可能没
有时间吃早餐。”陈翊君说，除了普通道
路，希望海口可以多修几条快速路，缓解
因人口增加带来的交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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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知 道 海
口 什 么 时 候 开
始 有 红 绿 灯 和
人 行 天 桥 吗 ？
1989 年 9 月 30
日，海口首批 11
个 路 口 的 红 绿
灯 系 统 和 友 谊
商场路口、省委
路口（今海府路
老省委门口）两
座 人 行 天 桥 投
入使用。次日，

《海南日报》第
三 版 刊 发 了 消
息《喜 见 红 绿
灯 横 街 跨 天
桥》，配发了友
谊 商 场 前 人 行
天桥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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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拿着电缆，一名技术人员站在梯子上安装红绿灯……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道路交通设施管理大队大队长刘郴保
存着一张拍摄于1989年国庆前夕的照片。照片中头戴一顶尖帽的他，正在大同路参与安装海口的第一批红绿灯。

道路交通面貌的变化，折射出一个地方的发展进程。1989年9月30日，海口首批11个路口的红绿灯系统投入使用，给
许多海口市民带去惊喜。此后，海口的交通基础设施不断提档升级，人们出行的工具和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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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89年国庆前夕，刘郴（左边戴帽者）和同事在海口大同路安装红绿灯。刘郴供图

海南环岛高铁陵水
香水湾段。海南日报全
媒体记者 李天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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