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链接 ●跨市联动，齐抓共管

出台《厦门市散货运输装载及绑扎导则》，
牵头与泉州、漳州两市联动，形成“源头管控，各
部门齐抓共管”常态化工作机制，成效明显。

●严抓占道养护作业专项整治

以配备现场安全员、防撞缓冲车、“预警精
灵”等一系列组合措施，有效保护养护作业人员
安全，整治行动开展以来未发生占道作业交通
亡人事故。

●创文明典范，交通先行

开展创建文明典范城市“文明形象我代言”
等专项行动，行业服务水平得到明显提升。
2022 年，出租车服务质量投诉下降 35.25%、非
法营运投诉下降30.16%、旅游客车超范围报警
和不按客运站点停靠抄告分别下降 100%和
60%，网约车辆和驾驶员双合规率9个月排名全
国前三，2个月排名全国第一，成为全国网约车
规范化管理的标杆城市。

●推动落实大货车视觉盲区整治行动

建设大货车融合监测服务系统并出台相关技
术规范，推进重型营运货车盲区预警系统安装工
作，降低因大货车盲区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

▲数字化治理，打造平安智慧交通。
（资料图）

▼市交通运输局开展巨石绑扎工作，安
全运输水平稳步提升。

（本报记者 卢剑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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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制定专项整治工作要点和清单，
精准施策、对症下药。”市交通运输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2022年市交通系统认真
开展“百日大会战”，大力推进路安工
程、亡人事故专项整治等工作，全面提
升安全监管能力，行业安全生产形势平
稳向好，交通建设、公路桥隧和轨道运
营领域未发生生产安全责任事故，道路
运输亡人事故得到有效遏制。

在开展道路交通亡人事故专项整治
中，聚焦道路运输安全监管，将安全风险
等级较高的“两客一危”、公交、出租车、
网约车等七类重点企业共计285家纳入

重点监管企业清单，督促企业严格落实
隐患“见底清零”。同时，制定出台《关于
加强道路运输行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处
置九项措施》，为安全生产夯实基础。

数据显示，2022年1月-12月，道
路运输业事故率同比下降31.9%，实现
全年事故数、亡人数双下降目标。在
2022年全省交通系统绩效考评中，厦门
市交通运输局位列各地市交通局的第
一，其中，安全生产目标管理、监管履职
和平安建设履职考核得满分，安全管理
创新、落实风险管理和隐患治理双重预
防体系获正向激励最高加分。

患生于所忽，祸起于细微。2022
年，市交通运输局紧盯守好行业稳定这
一关键目标，全力布局源头防控，盯紧
危机管控。

在网络安全方面，市交通运输局
通过持续监测敏感、重要交通舆情，经
业务处理系统实现舆情信息的及时流
转与办理，实现舆情监测闭环，及时掌
握群众诉求，快速处置应对突发事件，

形成一套交通舆情监测规范化处理机
制。

准确把握行业主要特点和突出问
题，抓住关键环节，争取源头防范。针
对出租车这一重点行业，市交通运输局
成立3个工作组，主动了解诉求，努力把
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早、化解在小。成
立货车司机风险防控专班，推动货运行
业风险防控工作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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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建设 让群众出行更美好
市交通运输局在全省交通系统绩效考评中获第一名

2022年，是我市平安智慧交通建设
“多点开花”的一年。

科技赋能，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市交通运输局以深化信息化平台建设为
抓手，坚持“融合共享，协同慧治”的理念，
在打造精准执法系统、搭建全新的出租汽
车行业监管系统基础上，积极探索“大数
据＋社会治理”的新模式。

守正创新，便民服务按下“快进
键”。市交通运输局整合公安、路桥、公
路、轨道、公交等公共交通及道路交通
视频资源，通过公开展示融媒体应用视
频，充分发挥服务行业监测、疫情防控、
市民出行等作用。

巡查智慧化，深化地铁保护区管
理。建立信息化平台，实现日常巡查任
务下达、巡查信息采集、成果报告等的
信息化，线路巡查实现每日全覆盖，地
铁保护区标志巡查实现每月全覆盖，项
目巡查实现分级管控。

数字应用，有效提升执法监管水
平。对全市“两客一危”重点车辆实施
动态监管“日研判”，动态监管综合排名
连续3年位居全省第一。通过“智慧眼”
执法仪、交运通等信息化技术手段精准
高效查处各类违法行为。在海翔大道
试点货车“闯禁”非现场执法，违法超限
超载车辆大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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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在推进
道路交通综合治理进程中，市交通运输
局坚持全市“一盘棋”，凝聚平安建设的
强大合力。

在市交通运输局牵头下，全市大力
推进新建在建道路综合治理、农村道路
临水交通安全隐患排查、轨道站点周边
一体化步行系统建设等各项工作，有力
改善全市道路安全通行条件。

“平安工地”也是平安交通建设的
重要一环。市交通运输局积极推进“四
新技术”“微创新”在交通建设工程中的
运用，全力打造平安百年品质工程，以
翔安大桥、国道324复线等工程为蓝
本，成功举办省级、市级品质工程观摩
会。翔安大桥入选交通运输部首批“平
安百年品质工程”示范项目，海沧隧道
被评为省重点建设优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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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交通运输局平安交通市交通运输局平安交通
建设工作成绩斐然建设工作成绩斐然。。图为交图为交
通执法人员在铁路厦门北站通执法人员在铁路厦门北站
列队巡逻列队巡逻。。 （（资料图资料图））

本报记者 徐景明
蔡绵绵

2月15日，2023年春
运落幕。今年春运是新冠
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
后的首个春运，我市春运
总客运量达 706.35 万人
次，其中铁路、航空客流恢
复至2019年同期的近八
成，客流涌动之景在各大
交通枢纽中再现。

客 运 市 场 秩 序 良
好，市民游客出行平安
顺畅……春运，是市交通
运输局今年打响平安交通
建设的首战。回眸上一年
度，同样是一份亮眼答卷：
2022年，市交通运输局严
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坚持“党建+安全生
产”同谋划、同部署、同推
进、同考核，敢啃“硬骨
头”，全市交通运输业实现
事故率同比大幅下降、市
交通运输局在全省交通系
统绩效考评中获得第一
名，多项工作获满分、正向
激励最高加分。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
发展是安全的保障。”
2022 年度，市交通运输
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平安建设的
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交
通”这一总目标，深化主责
主业，聚焦出租车行业、客
货运行业、公共交通行业、
在建工程行业等重点领域
治理，实现交通领域内网
络安全、公共安全等领域

“零事故”。驻局纪检监
察组聚焦主责主业开展
监督，有力推动安全生产
责任监管体制进一步完善
和落实，行业管理持续稳
定可控，平安交通建设得
到扎实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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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连冠六连冠平安厦门 系列报道

强化基础、数据共享、便捷服务，是
贯穿大交通平台研发过程的指导思
想。那么，它给厦门的交通运输管理带
来哪些便利？

厦门道路运输繁忙，经营主体众多、
行业体量大，因此班线客运、旅游包车和
危险货物运输等“两客一危”重点领域安
全监管任务繁重。大交通平台可实时对

“两客一危”车辆进行“精准定位”，实现重
点车辆“精准执法”。比如，利用重点营运
车辆北斗轨迹数据，对货运车辆进行动态
跟踪与预警，保障公众出行安全。数据显
示，该平台启用以来，累计发现并查处
328起“两客一危”违规驾驶行为。

值得一提的是，大交通平台子系统
交通运输精准执法系统获评交通运输部

“平安交通”创新优秀案例。市交通执法
部门相关负责人评价说，该平台投用后，
不仅有效提升道路运输车辆的动态监控
与执法水平，还为行业监管与运行提供
可靠的服务保障。

大交通平台具备汇总和分析厦门
交通领域所有数据的功能，通过优化公
交、轨道行业监管系统，实时监测运行
状况，评估运行情况、服务质量、安全状
况，实现公交、轨道服务水平和运行效
率的提升优化，提高市民公共出行的服
务质量。

回顾今年为期 40天
的春运，我市交通运输部
门聚焦保安全保畅通，提
交了一份亮眼成绩单。

这背后，大交通信息
共享服务平台（简称“大交
通平台”）在缓解交通拥
堵、优化出行服务等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在位于交
通大厦28楼的市交通运
行监测指挥中心（简称“市
交通局监测中心”），巨大
的屏幕上，跳动着一系列
数字，显示厦门进出岛通
道、公交、轨道交通、出租
车、轮渡、航空等交通状
态，形成春运每日运行报
告，辅助相关部门做出科
学的交通管理决策。

大交通平台的建设运
行，直观展示了厦门智慧
交通的创新成果，也是我
市交通运输部门全面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的最新工作成果。大交通
平台是以数据赋能业务的
示范工程，是交通运输行
业进一步提升大数据运用
能力、破解城市交通综合
治理难题的重要里程碑，
在厦门市智慧交通体系建
设中发挥了“可汇聚”“可
感知”“可评估”的基础性
作用。市交通局监测中心
党支部书记、主任李传明
表示，今后，市交通局监测
中心将结合实施“深学争
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
行动，以“智美交通，监测
先行”党建品牌为引领，持
续推动大交通平台迭代升
级，有效提升行业单位间
的信息共享、安全监管、业
务协同和决策分析水平。

如何助力改善城市交通拥堵问题，
赋能改善交通拥堵问题，成为当前一个
主要的研究方向。大交通平台汇聚全市
34家单位1000亿条以上数据，共享给行
业20个应用系统、日共享数据1亿条以
上，支撑22项课题研究。丰富的大数据
资源池让行业运营更智慧、决策更高效。

据介绍，大交通平台依托数据资源
的汇聚整合优势，结合全市实时路网运
行状态识别与评估、公共交通客流及运
行特征识别等课题剖析城市交通发展
及运行情况，为公交线路排班优化和设
计、灵活车辆调度、BRT和地铁站点换
乘接驳效率提高以及2020年以来的城
市交通体检工作提供数据支撑。

不止于此。大交通平台还积极进
行数据应用模式创新探索，支撑2次数
字中国创新大赛（大数据赛道）、1次厦
门大数据创新大赛，助力针对城市交通
治理问题的解决方案与算法模型，推动
行业内数据挖掘应用。

李传明在接受采访时说：“交通关
乎民生，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模块。
当前大交通平台主要致力于交通执法、
行业监管、应急保障和出行服务等场景
的落地。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持续创
新，大交通平台将助力城市交通精细化
管理，提升安全风险监测预警能力；挖
掘城市交通设施潜能，缓解交通拥堵，
优化出行服务。”

智慧交通最重要的两个功能是安全
和效率。得益于大交通平台的智能升级，
目前不少便民的数字交通应用场景已经
落地，逐渐形成有温度、更智慧的交通生
活服务生态。

在“厦门交通”微信公众号，市民可
通过“交通出行”模块，进行公共交通
（含地铁、BRT）扫码付款、出租车网约
车在线召车、长途客运班次查询与出行
购票、水陆运输购票等服务操作。对外
来游客而言，该平台还能提供铁路、航
空等大运量交通枢纽换乘城市交通出
行方案，便于快速中转。

“早高峰时，集美大桥和杏林大桥

车流量增大进岛方向的交通滞留比较
明显……”智慧交通不仅仅是解决出行
问题，更重要的是将出行服务化。大交
通平台还提供便捷交通资讯，市民通过
手机可在线了解厦门进出岛通道实时
路况，便于选择出行路线，让“出行便捷
生活”转为“让出行成为生活”。

公众政务办理方面，大交通平台对
接市协同共享平台，提供行业管理和营
运车辆行驶证数据接口，支撑多项线上
自助政务办理业务，包括客车道路运输
证、货车(含危货)道路运输证、巡游出租
汽车道路运输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
输证、租赁汽车证、教学车辆证等。

智慧赋能 让厦门交通更便捷
大交通信息共享服务平台获评福建省十佳优秀共享案例

2021年大交通平台
成功入选“第四届
数字中国建设峰会
福建省2021年度数
字经济应用场景项
目”榜单。

2

2022 年大交通平
台获评厦门市政
务信息优秀共享
案例，并且作为厦
门市推选的五个
优秀案例之一，成
功获评福建省十
佳优秀共享案例。

3大交通平台子系
统交通运输精准
执法系统获评交
通运输部“平安交
通”创新优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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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钦圣
通讯员 林亚婷 孟雪莲 大交通平台具备汇总

和分析厦门交通领域所有
数据的功能，通过优化公
交、轨道行业监管系统，实
时监测运行状况，评估运行
情况、服务质量、安全状况，
实现公交和轨道服务水平
和运行效率的提升优化。

大交通平台汇聚全市
34 家单位 1000 亿条以上数
据，共享给行业20个应用系
统、日共享数据1亿条以上，
支撑22项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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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交通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