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凝 固 的 建 筑 符 号
——昭通中心城市人行天桥掠影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增进
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是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昭通始终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
民”的殷殷嘱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不断探索求解、用心用情破题，全力
推进各项民心工程建设，成功绘就一幅幅
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的实践图景。

自 2024 年以来，一座座跨街、跨河天
桥如雨后春笋般在昭通中心城市“排兵布
阵”。位于滇东北中心医院、横跨二环西
路的跨街 1号天桥，在承接和疏散昭通中
心城市大量车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连
接利济河与乌蒙水乡公园的团结路 3 号
天桥，为城市文化传播提供了新载体；连
接珠泉路的跨街 4号天桥，有效促进了乡
村与市区的联系，推动了经济发展……数
十座跨街、跨河天桥相继建成，好似条条
飞虹。从充满烟火气的市井街巷到风光
旖旎的河畔两侧，处处彰显着这座城市的
品质与内涵。

跨街天桥——城市新地标
漫步天桥，于半空中捕捉城市的脉

动。新建的11座跨街、9座跨河天桥，框出
建筑与车流交织的艺术画卷，城市的整体
风貌即刻展现眼前。与街道的喧嚣不同，
这些天桥更像是一场视觉盛宴，每座天桥
都有自己的风采和故事。

置身其中，仿佛化身为这座城市的旁
观者。利济河、秃尾河、窑湾河，粼粼光影
间流淌着老城烟火。当旧桥隐入岁月的尘
烟，钢筋水泥构筑的新桥不仅串起城市的
交通“动脉”，更以现代视角重述着那些被
阳光亲吻过的城市记忆。

4月 2日，记者来到位于团结路的 3号
跨街天桥。桥上行人络绎不绝，或脚步匆
忙，或悠然踱步，尽情享受着这座天桥带来
的便捷与惬意。驻足天桥之上，只见利济
河畔桃红柳绿，“拂堤杨柳醉春烟”的美景
近在咫尺。桥下，车辆川流不息，却丝毫不
曾打破天桥上的宁静。桥上，人们可以“瞭
望”车水马龙，也可以充分感受这里的“烟
火升腾”。

白色弧线蜿蜒盘旋，如同城市天际线
上的灵动笔触。两条蓝红相间的“飘带”舒
展开来，巧妙地划分出骑行道和步行道，为
市民打造了一个安全、便捷的休闲空间。
这些设计灵感来源于古代的朱提银，那纯
净的白色弧形设计与周围的现代建筑相互
映衬，既体现了现代都市的时尚感，又不失
传统文化的韵味。

行走于天桥之上，仿佛置身于一幅流
动的画卷之中，每一步都丈量着昭通的历
史与未来。

远观，天桥气派、漂亮；近瞧，现代、震
撼。这是出租车师傅祖守宽对这座天桥的
第一印象。祖守宽认为，跨街天桥建成后，
交通便利且不拥堵了。但在某些地方，交
通状况仍然不尽如人意，主要是部分行人
不愿意使用人行天桥。尽管天桥已经建
好，但一些行人贪图方便，选择横穿马路，
车辆为礼让行人而造成拥堵。祖守宽呼吁
广大民众，为了自身安全，也为了让道路更
加畅通，多多使用人行天桥。

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消除安全隐患，是
市民的热切期盼。市民吴政洋每天都要去
幼儿园接送孩子，跨街天桥建好后，他安全
感十足。他说：“不管是普通市民，还是接
送孩子的家长，我觉得安全都是首要问
题。不管是成人还是儿童，保障他们的安
全都至关重要。过去，有些孩子横穿马路，
这不仅带来极大危险，也让部分家长忧心
忡忡。我觉得这座跨街天桥建得特别好，
它能有效减少交通事故，保障大家的安
全。”吴政洋当即拿出手机，拍下了他心目
中的“最美”天桥。

新建的高颜值天桥，让周边居民出行
不再提心吊胆。近年来，随着团结路延长
线周边学校和楼盘数量的增多，路上车
流、人流增大，人车争道的状况愈发突
出。尽管设置了斑马线，但市民过马路依
旧困难。昭阳区公安分局交管大队凤凰
二中队中队长高应生说：“在我们管辖的

区域内新建了几座人行天桥。天桥建成
后，事故明显减少。此外，交通拥堵状况也
得到缓解，特别是在高峰时段，学校和居民
区周边车流量大，车辆因减速礼让行人导
致交通拥堵。天桥建成后，行人经天桥通
过马路，车辆通行速度得以提高，减轻了交
通管控压力。”

人行天桥的建设，为市民提供了安全
通道，切实减轻了交通压力，让交通“微循
环”更加通畅，保障了市民出行安全。与此
同时，天桥连通利济河沿线慢行步道与节
点公园，实现骑行、步行畅通，形成慢行系
统与生态公园、城市公共空间和谐交融的
生态特色廊道。

跨河天桥——出行更通畅，幸福再升级
漫步利济河，两侧绿树成荫，景色宜

人。利济河宛如一条玉带，润泽着城市的
肌体。

横跨在河道上的天桥，兼具综合功能
与高“颜值”。其设计理念巧妙，制作工艺
精良，不仅优化了城市空间布局，更为昭通
中心城市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同
时，天桥为市民健身休闲、享受绿色生活，
提供了更加舒适、便捷的通道。

乌蒙水乡公园是一个集交通、公园、
景观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基础设施项
目。公园内设有 2座跨河天桥，它们不仅
美化了环境，还为市民提供了便捷的过河
通道。这 2 座天桥设计独特，造型美观，
与周围的自然景观完美融合。市民张鸣
凤退休后，每天都去公园散步，她对新建
的天桥赞不绝口：“现在方便多了，直接从
这座桥上穿过去，几分钟就能到家。有时
候，我还约上几个老姐妹，一起在天桥上
散散步、聊聊天、看看风景。这座桥真是
修到我们心坎里了，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便利。”

身姿稳健，一招一式仿若行云流水。
在舒缓的音乐声中，市民赛贤琼开启了内
心平和与活力共生的一天。赛贤琼选择
在 2号跨河天桥上锻炼，她说：“这里视野
开阔，环境优美。来这儿锻炼，心情格外
舒畅。”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为扎实做好“产、
城、人”三篇文章，围绕打造“河畅、水清、岸
绿、景美”的城市水生态环境目标，规划开
展中心城区利济河、秃尾河、窑弯河河道治
理工作。项目先期实施利济河段治理工
作，打造 18公里生态绿道、6个节点公园、
10座滚水坝、11座人行天桥、11座跨河桥
及2座栈桥等。按照建设主城区美丽河道
建设示范项目，结合岸堤稳定、行洪安全、
景观打造、休憩健身等要求，对利济河、秃
尾河、窑湾河河岸进行重点布局与全功能
规划设计。设计过程中，着重突出园林及
湿地植被景观，全力打造滨水绿美生态体
系。根据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昭通发展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实施主体，于 2023
年 10月开展建设昭通市渔洞水库水系河
道水域环境治理暨美丽河道示范建设工程
项目。该项目遵循“一次规划，分期实施”
的方式推进，先期开展利济河段改造，远期
实施秃尾河、窑湾河治理工作。

昭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罗朝鼎介绍，该项目是做好“城”文章的重
要举措。目前一期工程实施利济河段治理
工作，其中 11座人行天桥已完成 9座主体
工程。项目实施后，将极大拓展城市空间、
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改善人居环
境，缓解交通压力，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在利济河与官坝路交会处的7号跨街
天桥上，工人们趁着晴好天气，加快建设进
度。他们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开足马力，
确保工程如期交付。7号跨街天桥的设计
同样别具匠心，不仅兼顾实用性，还巧妙融
入艺术元素，其独特造型与周围环境相得
益彰。

中交路建项目副总经理郑世奇介绍
道：“11座人行天桥沿利济河分布，横跨二
环西路、团结路等城市主干道。这些桥梁
秉持安全、可靠、美观、实用且经济合理的
设计理念。基于桥梁的景观需求，我们开
展了分级景观设计，力求实现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特别是3座风格独特
的景观桥，其中中承式拱斜拉索组合梁桥
已成为昭通的城市标志之一；展现朱提文
化的梁式景观桥，让市民得以领略昭通的
历史文化；与乌蒙古镇遥相呼应的仿古式

桥梁，则打造出独特的乌蒙文化景观。”
郑世奇还介绍，在施工过程中，项目部

主动作为，制定了相应措施来解决施工场
地狭窄、地下管网复杂以及环水保等问
题。同时，积极协调各方单位，攻克城市道
路钢箱梁等大件运输及主干道钢结构吊装
等难题。

11 座跨街、9 座跨河天桥与不同片区
的城市环境相互融合，采用人性化设计理
念。部分天桥两端设置梯道，并设有骑行
车道，方便自行车通行；有的天桥还加装电
梯，进一步提升人性化体验。一座座各具
特色的人行天桥已成为新的网红打卡点。

风格迥异，一桥一景。市民在河畔戏
水、散步，于树荫下纳凉、聊天……潺潺清
水再度流淌于市民身边，重新润泽着市民
的生活。

天桥命名——历史的变迁与文化的传承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

平不断提高，人行天桥已不再仅仅满足于
交通需求，而是跃升为路口的地标，成为城
市色彩与文化的展现窗口。昭通中心城市
在人行天桥建设方面成效显著，这些天桥
不仅提升了城市整体形象，还切实解决了
市民出行难题。每一座天桥都应被视作城
市文化的一部分，在注重其实用性的同时，
兼顾其艺术性与文化内涵。

这些跨街、跨河天桥应如何命名？如
何让天桥从“工具性设施”升级为“城市地
标”？这成了相关部门面临的新课题。为
此，昭通市相关部门广泛征求市民意见，期
望通过集思广益，赋予这些天桥更具特色
与内涵的名字。

市民赛贤琼建议，桥梁的命名可以依
据各个地方特有的小地名来进行，也可以
结合天桥周边环境、历史文化等来命名，如

“利济飞虹”“团结之桥”等，既体现了天桥
的地理位置，又融入了昭通的地方特色。

对于天桥的命名，昭通学院历史系教
授唐靖建议，应遵循简洁、易记、富有文化
内涵的原则，可将天桥所在的地标、历史背
景或文化特色融入其中，使天桥成为展现
昭通城市风貌和文化底蕴的新名片。城市
桥梁的命名，通常遵循“一桥一名、名实相
符、规范有序、简洁明了、好找易记”的原
则。例如，昭通人都熟知的陡街，它实际上
是老昭通城的西正街，原名“乐丰街”，后来
一度改称“崇安街”，由于它呈东高西低、大
约 30度的坡状，最终被人们称作“陡街”，
且约定俗成，一直沿用至今，成为镌刻在每
一个昭通人记忆里的街名。

唐靖说：“昭通新建的跨街、跨河桥梁
的命名，需要兼顾城市文化与历史、桥梁外
形设计及特点、桥梁位置与功能等多方面
因素。最为关键的是，为方便普通市民和
游客，桥梁名称应简洁明了，易于理解和记
忆，避免使用过于复杂、晦涩的词汇。比如
跨河2号桥，因其外形宛如彩虹，可考虑命
名为‘彩虹桥’‘虹霁桥’；跨河 3号桥地处
老地名‘荷花’的区域范围内，可命名为‘荷
花桥’；跨河 4号桥临近未来的荷露公园，
可命名为‘荷露桥’。‘荷花’与‘荷露’相互
连贯，且便于记忆。再如跨街4号桥，靠近

‘济川门’，将其命名为‘济川桥’，能很好地
体现城市的历史与文化内涵。跨街5号桥
位于和平社区附近，可命名为‘和平桥’；6
号桥连通国防广场和规划中的牛角湾公
园，如果命名为‘国防桥’，与 5号桥‘和平
桥’前后呼应，寓意或许更好。总之，桥的
命名不必刻意追求‘雅’，关键在于契合地
方文化传承以及自然特性。”

昭通市相关部门对市民的建议予以高
度重视，并表示将认真考量和吸纳这些意
见。同时，他们还将持续强化对人行天桥
的建设和管理，确保这些天桥不仅成为市
民出行的便捷通道，更成为展示昭通城市
形象和文化内涵的重要窗口。

在这些高颜值天桥的装点下，昭通中
心城市焕发出新的活力与魅力。每一座天
桥都有其独特的设计风格与寓意，它们不
仅承担着城市交通的重要功能，更成为城
市文化传播的新载体。无论是横跨二环西
路的跨街 1号天桥，还是连接利济河与乌
蒙水乡公园的团结路 3号天桥，都以各自
独特的方式讲述着昭通这座城市的故事，
让人们在行走间感受城市的温度与脉搏。

未来，随着更多天桥的建成并投入使
用，昭通的城市面貌将焕然一新，市民生活
也将变得更加便捷美好。

“空中走廊”架起城市新地标

◆记者 莫 娟 姜跃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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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记者调查

开栏语：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
为进一步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不断增强吸引力、感染

力、亲和力、说服力，自即日起，昭通市融媒体中心在《昭通日报》开设《记者调查》专
栏，聚焦群众关心的大事、小事、民生事进行深入报道。栏目设有《记者调查》《部门回
应》《建议》等版块，每月一期，敬请关注。

本期《记者调查》对昭通中心城市新建成的11座跨街、9座跨河天桥的运行情况
进行深入报道。

昭通中心城市正在修建11座跨街、9座跨河人行天桥，这一惠民工程不仅有效

消除了市民横穿马路的安全隐患，还为市民提供了在桥上看风景的便利。今年市

政协五届四次全会期间，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提交提案，建议为新修建的人

行天桥分别取一个富有文化内涵或较为有意思的名字。

自古桥路皆有名。有的以所处地名命名，如赵州桥、南京长江大桥、武汉长江

大桥等；有的被赋予特定文化元素而得名，如状元桥、金水桥、断桥、二十四桥、九

孔虹桥等。结合市委、市政府扎实做好“产、城、人”三篇文章的要求，昭通在城市

建设和古城保护中均注重体现文化元素。因此，给新建的人行天桥取一个具有一

定文化内涵的名字很有必要。当然，名字不一定追求雅致，但要易于记忆，为群众

所喜闻乐见。

建议结合昭通历史名人字号进行命名，例如志舟桥（爱国将领龙云，字志舟）、永

衡桥（领导云南和平起义的爱国将领卢汉，字永衡）、炳辉桥（中华人民共和国36位军

事家之一罗炳辉）、恩溥桥（爱国将领安恩溥）、亮夫桥（国学大师姜亮夫）、平楷桥（革

命先驱刘平楷）等；也可依据著名风景来命名，比如昭阳桥、黄连桥、草坝桥等。

建议综合历史文化及所处地理位置等因素来命名。比如，位于滇东北中心医

院、横跨二环西路的跨街1号天桥可命名为“杜宇桥”；连接利济河与乌蒙水乡公

园的团结路3号天桥可取名“团结桥”；连接珠泉路的跨街4号天桥可称作“珠泉

桥”；连接市人民医院与省耕山水小区的天桥可叫作“安康桥”。

有关部门可面向社会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也可邀请昭通知名文化界人士共同

研讨、建言献策，如此自然能够遴选出更合适的名字。

市政协：赵声满、施华滟、艾祖斌建议

赋予昭通中心城市人行天桥文化名

（（本版图片由记者范云及通讯员柴峻峰提供本版图片由记者范云及通讯员柴峻峰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