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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高交通管理水平的建议

出行体验已成为广大市民幸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交通拥堵、

信息不畅、处罚争议、管理不作为等已成为茶余饭后交流的内容

之一。如：路修到那堵到那，似乎成了应该发生的事；政府化巨

资投入安装的监控，似乎就是为了抓拍违章、罚款；明明是助动

车冲撞已停车的汽车，判罚结果还是机动车全责；交通事件后不

能及时提供影像资料；交通事件处理首问不知道、不清楚的时有

发生等等。针对这些涉及民生的“小事”，已让交通管理部门在

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蒙上了阴影。为此，提以下几点建议，期

待予以改善：

1. 定期对新开通道路进行使用评估，及时完善提升规划的

精准与科学性

市区内道路，受周边建设项目与新修道路的影响，通行率会

有很大变化。如新小区、新学校、新医院、新桥梁等修建与启用，

对道理通行率的压力有较大影响，是造成市民上下班出行体验的

重要因素。目前，我们看到的区域性、时段性拥堵，都是由于这

类特殊的出行方式，又长期没有采取有效的办法加以改善造成的。

如学校门口学生上学放学时段的人流拥堵与接送车辆造成的交

通压力，如果能通过评估，提出在学校门口设立过街天桥的新规

划，既能保障学生安全，又能增进通行率。又如，新桥开通后的



—2—

车辆流量会发生新的布局性改变，造成桥梁两侧道路的交通压力

增大，如果桥梁建设时没有同步考虑桥梁两侧道路的扩增与改善，

同样会有通行瓶颈，只是位移而已。

建议：交通建设部门应定期进行交通流量与通行率评测，并

提出道路规划的系统性修订和提升意见。目前，建议在道路支干

上的学校，校门口设立人行天桥，非道路的周边设立临时下客点，

以缓减交通压力。

2. 充分利用与挖掘监控、显示屏等信息化设施的功能，提

高交通智能化水平，让财政投入发挥更好的交通疏导效能

宁波市对于道路智能系统的硬件建设的投入还是很大的，高

清摄像头、显示屏等遍布市区，这些信息化的基本设施，不应该

单纯作为对市民遵守交通规划起威慑与惩罚工具，更应该是智慧

交通疏导的信息采集与公布载体。通过摄像采集交通流量数据，

经过大数据处理，及时通过显示屏公布流量信息，这已是一般城

市交通信息系统常规的做法。

建议：我市已具备智能交通的基本硬件保障，是否能更新管

理的观念与理念，建设更加智慧的软件系统，将管理方式从堵、

罚转变为疏、奖，让市民出行时提前知晓道路流量信息，选择最

优方式出行，既减轻局部交通压力，又增强老百姓幸福感。

3. 通过引进与培训结合，提高警员的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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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员作为直接的交通管理者，其管理能力与水平，其行为举

止、言语谈吐，直接代表政府的形象，影响老百姓的幸福体验。

目前从老百姓反映的情况看，警员的管理与执法能力差异很大，

加之为解决警力不足问题，招收不少协警，情况更有不堪之说。

不作为的有之，滥作为的更有之，成为老百姓垢病政府的话题之

一。警员的管理能力与水平亟待提高。

建议：加强纪律教育，加强专业培训，加强理论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