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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革新，让保
畅通、护发展

的交通管理新举措
“遍地开花”；深耕
细作，让守安全、便
民生的交通安全系
统“根深蒂固”。

2022年，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以做
好党的二十大交通
安保工作为主线，
以打造“一体化、智
能化、精细化、社会
化”现代城市交通
治理体系为目标，
持续提升交通管理
科学手段，在有力
稳控道路交通安全
形势的前提下，为
全市交通发展大局
打开新思路，带来
新变化。立案交通
事故数及亡人交通
事故数逐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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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交警支队敏锐捕
捉到岛内外交通管理“一体化”
的新需要，主动布局，以系统思
维谋划推动勤务运行优化、指挥
调度提升等工作，同步推动岛内
外交通安全管理的发展。

“以往岛内车流量明显高
于岛外，有岛内集中岛外零散
的差异性，由此也形成了岛内
外差异化的交通管理。而如
今，随着跨岛发展不断成熟，岛
外车流量增大，特别是工程车
辆集中，我们也将指挥保障工
作重心由岛内延伸向岛外，着
力保障岛外道路交通安全。”市
交通指挥中心主任杨晟介绍。

其间，支队依托7个交警数
字警务室建设应用，进一步提
高岛外辖区大队研判分析、监
测预警、交通保障等能力。建
立事故警情分级分类调度机
制，对每日交通事故警情逐一
分析汇总，由支队业务部门会
同岛内外辖区大队跟踪排查整
治，建立问题督办反馈闭环，优
化指挥调度牵引职能。

如果说，岛内外交通管理
“一体化”协同发展，是拓展全
市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的广度。
那么，建立健全“情指行”一体
化实战应用平台，则是提升全
市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的高度。

去年以来，交警支队紧紧
围绕市公安局推进“情指行”一
体化实战化工作要求，打造集
指挥、勤务、督导等要素为一体
的实战应用平台，强化全市道
路交通安全形势感知能力，不
断提升交警队伍信息化作战能
力。去年10月份运行以来，已
通过“情指行”一体化机制处置
交通警情4542起。

去年12月 2日，在世界杯
足球赛事期间，交警支队通过

“情指行”平台监测预判——酒
醉驾警情存在上升趋势，交通
指挥中心立即发布重点打击任
务，通过各大队打击行动，及时
遏制了酒醉驾违法行为。“‘情
指行’实战分析让工作指向更
加明确，点对点打击已初见成
效。”杨晟说。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以
来，交警支队紧扣首要政治
任务要求，紧密围绕“五个牢
牢把握”重要要求，按照市局
和支队党委安排，引领支队
民辅警“学思悟”贯通、“知信
行”合一，持续掀起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
开展党建带队建示范单位和
党员先锋岗创建活动，建立
特色大监督工作机制，明晰
监督责任、整合监督力量、密
切监督协作，推动养成良好
纪律作风。其间，连续推出

“厦门一线交警风采”系列报
道，积极传播队伍正能量。

2022 年，交警支队莲花
片区道路交通改善工程作为
全省唯一项目，获评全国城
市道路交通组织精细管理优
秀案例；交警支队参加全省
公安交通管理大数据建模比
武，获团体、个人“双第一”。

2022 年，交警支队“精细
化”开展防隐患、保畅通、促文明
工作，做实做细隐患排查整改，
交通组织优化提升。

交警支队多措并举，夯实
交通安全源头治理。2022 年
以来，在全市5014辆大货车上
安装盲区预警系统，在全市60
个路口设置“右转危险区”及

“右转必停”标识，即市民群众
熟悉的“红色月牙”。通过路面
上的显眼提示标志以及车辆靠
近时主动发出的提醒声响，在
群众和货车盲区间筑起了一道

“防火墙”。
此外，交警支队对在道路交

通事故“深度调查”和亡人案件
“一案双查”中涉及运输企业的
责任人全部进行约谈，并扎实推
进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据统计，2022年，全市23
处省市“为民办实事”道路交通
安全隐患均已完成整改；会同市
政、交通等部门开展三批次道路
交通安全隐患和拥堵点排查工
作，已整改完成344处。

在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
工作方面，交警支队再度发挥

“精细化”举措优势，制定重点路
口“一点一策”“宣惩并举”。对
路口行人、电动自行车轻微交通
违法行为，推出“三选一”教育惩
戒机制，市民可选择现场参与交
通志愿活动、观看交通安全视频
等形式学习文明交通知识。全
市已设立“三选一”教育劝导点
37处，上万名市民接受宣传教
育、参加志愿活动。目前，各重
点路口违法率大幅下降，基本实
现问题清零目标。

落实“精细化”举措
推动城市交通文明畅通提升

走进车管所，“物流运输联
审联办一件事”“老弱孕残绿色
窗口”“办不成事窗口”各类便民
服务窗口引人注目。

尤其是，去年6月，交警支
队会同交通部门新开设的“物流
运输联审联办一件事”服务站，
实现两证跨部门一次办，惠及全
市 2000 余家物流运输企业。
其间，车管所还陆续推动落地了
机动车检验改革减少车检次数、
二手车交易登记改革简化登记
材料等多项“放管服”改革措施。

2022年以来，交警支队以服
务便利群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维护校园周边交通安全、缓解
停车难上，为群众畅通出行提供

更多保障。去年11月19日，湖
里交警大队协同厦门音乐学院在
校门口规划“熊猫停车位”，学生
家长接送学生可在“熊猫停车位”
即停即走，现场还有义务交警、志
愿者家长提前为学生打开车门。
据不完全统计，厦门交警一年时
间里共为40余所校园“定制”校
园周边交通管理方案，发动义务
交警98637人次开展“护学岗”。

在化解停车难问题上，
2022年，交警支队推动新增全
时段路内停车泊位5078个，对
2608个路内停车泊位调整管理
模式，利用边角地块新建临时停
车位或推动商圈、景区错时共享
停车位约3000个。

加强“社会化”服务
提高便民利企业务能力水平

去年，交警支队加快推动
“全市信号灯联网联控”，已完成
系统互联互通的通道构建，实现
即时手动控制、信号灯动态监视
等日常一体化功能应用。在一
些易堵路口，有了该系统的介入
后，可以远程根据各方向等候车
辆的比重，提前为候车多的一向
放行。此外，通过数据分析，还
能够预判路口在高峰期等候的
车流量情况。“推动科技平台整
合应用和研究开发，向科技要警
力、要战斗力。”交警支队支队长
熊飞在一次采访中表示。

去年10月以来，厦门交警
成立联合创新应用基地、打造事
故研判预警“热力地图”、着手编

制以智慧交通诱导系统及交管
警务应用模块为核心的《厦门公
安智慧交管警务平台（一期）建
设方案》，多个科技项目同步推
开，为厦门交警新一年的发展绘
制了新蓝图。

去年下半年，交警支队探索
建立事故分析系统，即“热力地
图”。将近5年交通伤亡事故数据
集成到分析系统，通过多维数据
比对，查找事故多发点、隐患点，筛
选出高发时段、路段及车型，形成
系统“热力地图”。该地图可直观
预警提示警情规律，将动态预警
信息及时下发，指导辖区精准安
排勤务，强化重点区域巡查，有效
提升路面管控针对性和实效性。

探索“智能化”路径
科技赋能提高交通管控实效

全省首创
联合创新应用基地

去年11月28日，厦门交
警成立“联合创新应用基地”，
为全省首创，为发展智能交
通、打造创新链条提供公平、
包容的技术合作交流平台，已
与美亚柏科等24家科技企业
达成合作意向，并启动首个研
究测试课题。

全市推行
包容审慎监管执法

2022年10月份以来，厦
门交警在全市范围内推行包
容审慎监管执法，对一些轻微
并能及时改正、没有危害性后
果的违法行为，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违
法行为等，实行“轻微不罚”

“首违不罚”“无过错不罚”“从
轻处罚”“减轻处罚”“免予行
政强制”。不到3个月时间厦
门已经有2.3万余起“轻微不
罚”案例。

2022 年 4 月份以来，我
市多部门联合开展电动自行
车综合治理行动。其间，交
警支队常态化严查严管 10
类涉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
创新推出“科技支撑+敲门行
动守护百姓安全出行”工作
机制，组建非现场执法工作
专班，并落地处罚电动自行
车交通违法行为。2022年12
月 5 日，“科技支撑+敲门行
动”获评厦门市首届依法治
理十佳典型示范案例。

同时，开展“遵规守法好
骑手”评选活动，健全外卖骑手
常态化正向激励机制。去年
12月15日，一场颁奖活动在思
明区邮政大厦举行，100名骑
手获奖，激励骑手们带动身边
人共同参与文明交通建设。

2022 年 4 月以来，全市
涉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
数同比下降23.62%。

树立“一体化”理念
全力服务全市交通发展大局

▶交警创新“三
选一”交通安全
宣传活动，督促
轻微交通违法市
民参与文明劝导
志愿活动。（本报
记者 柯恺筠 摄）

▼交警守护校园
周边交通安全。

骑警加强路面巡逻，
守护道路交通安全。

交通指挥中心发挥交通指挥中心发挥““城市城市
交通大脑交通大脑””作用作用，，通过科技赋能通过科技赋能
带动道路交通安全有序发展带动道路交通安全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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