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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交通专刊】

扬州市：“四步走”共建共享文明交通

昆山市：文明交通绘就城市“流动风景线”

东海县：推进“三个转变” 共建文明交通

海安市：创新建立外卖骑手文明交通全链条监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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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市：“四步走”共建共享文明交通

近年来，扬州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实施

立规矩、养习惯、解难题、树新风“四步走”策略，深入开展

文明交通提升行动，培育文明交通新风尚。

一、立规矩，构建文明交通大格局。加强立法划定红线。

制定实施《扬州市市区停车场建设和管理条例》《扬州市道路交

通安全管理办法》等地方法规和政府规章，停车场管理、“僵尸

车”清理等重点难点问题实现有法可依。建立社会共建机制。

开展不文明交通劝导活动，广泛发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

广大群众参与文明交通管理。交警支队联合 12345 便民服务热

线、媒体、市民观察团等实施“民生警务”，听民声，聚民意，

办理涉文明交通来信来电 3 万余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专家学者及市民代表建言献策、把脉支招，共商文明交通管理

措施。推动重点行业自律。市公安局与外卖企业签署“灯塔计

划”，建立警企信息互通机制，制订外卖骑手交通违法惩戒规则；

定期走进市区 35家外卖站点，开展安全检查和宣传，提升外卖

骑手文明交通意识。

二、重整治，培育文明交通好习惯。交通违章严查处。对

市区 32 个重点交通岗点，实施全时动态勤务，强化主要路口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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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秩序管控。常态组织开展“一小时快闪”式电动车百点联动

整治，开展行人、非机动车交通违法“敲门行动”，上门教育劝

导、处罚违法人员，增强市民群众守法意识。停车秩序强力管。

围绕学校、医院、景点等重点部位和 28 条重点路段，针对性、

滚动式开展违停整治。公安、城管联动开展机动车占绿、占道

停放和利用地锁等占道问题集中整治，查处违法停车 13.2 万起，

拖移违停车辆 1400 余辆次。重点违法“零容忍”。全时段、高

频次开展酒驾醉驾整治，开通反酒驾联盟主题宣传公交专车，

构建起流动式、沉浸式交通安全宣传阵地。严肃整治飙车炸街

违法行为，查处炸街车 2034 辆，捣毁 5 个炸街车改装窝点，相

关警情同比下降 84%。

三、优服务，疏解文明交通“老大难”。健全智慧停车服

务机制。研发应用停车信息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将市区 241

个封闭停车场 9.2 万个停车泊位联网接入，努力实现“好停、

好行、好寻”。推动停车资源共建共享，建成“停车联盟”29

个，开放共享停车泊位 717 个，着力缓解老旧小区停车难问

题。健全假日交通保障机制。针对旅游季节停车难，市区 42

家政府机关、单位停车场免费对游客开放。制定景区三级预

案，强化景区景点交通实时动态管控，瘦西湖景区日间拥堵

指数较以往下降 24.9%，个园——双东区域下降 13.8%。健全

交管业务前移服务机制。针对少数人文明交通意识淡薄、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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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不会处理、反复违章等问题，成立交警“好地方 e 路行”

服务小分队，开展“一对一”交通违法处理、交通法律知识

咨询、指导使用交管“12123”等服务，有效减少了重复违章

现象。

四、强教育，大兴文明交通新风尚。传统手段全面覆盖。

开展“亮屏行动”，利用户外电子屏、电梯广告屏、滴滴司机

电子背包等，滚动播放文明交通宣传标语和宣传视频。建设

4000 个“农村大喇叭”、1500 个“城市小喇叭”，在农村集镇、

国省道交叉口、城市主要路口滚动播放文明交通音频，实现

文明交通宣传全覆盖。线下线上同步推进。建成青少年交通

安全法治教育基地 9 处，开设模拟交通体验课堂，营造沉浸

式、体验式、交互式的交通安全教学氛围。拓展线上阵地，

推动交通法律知识和典型案例进“朋友圈”、入“微信群”，

在全市 2200 个社区网格群定期推送文明交通宣传资料。主题

活动重点宣讲。组织“红黄绿”宣讲团，开展“美丽乡村行”

“安全企业行”“平安校园行”“和谐社区行”等文明交通主

题宣讲 265 场次。开展“情暖夕阳·平安相伴”交通安全“护

老行动”，选聘“护老行动”义务宣传员，大力倡导“尊老、

爱老、护老”文明交通新风尚。



— 5—

昆山市：文明交通绘就城市“流动风景线”

昆山市聚焦文明城市常态长效建设，持续深化文明交通宣

传教育，多措并举提升市民交通安全意识，畅通城市脉络，优

化出行体验，绘就城市“流动风景线”。

一、精准靶向宣传，推动文明交通入脑入心。聚焦农村、

企业、学校等重点区域，组建巡回宣讲队，根据受众人群的不

同特点量身打造宣传手段。农村宣讲队针对中老年人接受普法

信息少、普通话听读能力差等特点，协同本地曲艺表演工作者，

汇编方言评弹曲目，定期前往村、社区开展宣传演出，生动活

泼地普及交通安全知识。企业宣讲队围绕人员流动频繁、交通

事故易发等特点，选取典型案例制作图文展板，将文明交通纳

入企业员工日常培训，落实全方位宣传引导。学校宣讲队紧盯

师生、接送学生家长日常出行易忽视的知识点，精心设计制作

交通安全口袋书、宣传折页、安全出行课件等，通过“开学交

通安全第一课”“节假日交通安全辅导班”“警营开放日·小手

拉大手”等实践活动，面对面宣传交通安全知识。建设交通安

全教育基地，通过 VR 眼镜、360度全向动感座椅等虚拟现实装

备，让市民在游戏中沉浸式体验酒驾、超速行驶、闯红灯、骑

乘电瓶车不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带来的安全风险，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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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行、寓教于乐，累计教育培训超 60万人次。

二、强化多元共治，推动文明交通见行见效。组织“家在

昆山 文明有我”“文明在心 e 鹿同行”等线上线下活动 28

场，依托各类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展文明交通主题活动

300 余场，通过知识竞答、趣味游戏、便民服务等形式，引导

市民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增强文明出行意识，累计参与

人数超 10 万人次。针对出租车、外卖配送、邮政快递等重点

行业领域，开展文明交通专题教育培训 500 余场次。实施《昆

山市出租汽车行业形象提升工程十项机制》，将文明交通理念

纳入出租车从业人员专题教育，评选一批文明出租车驾驶员，

同时依托出租车顶灯、公交站台电子屏等载体开展文明出行

宣传。推动美团、叮咚买菜等外卖配送平台，对外卖配送人

员做到文明交通全覆盖培训。充分发挥外卖党员骑手先锋模

范带头作用，切实提升外卖骑手交通安全自律意识。全面开

展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提

高识别取证能力，智能识别交通违法行为，对突出违法行为、

多次违法人员开展专项治理。

三、引领绿色出行，推动文明交通走深走实。以苏州轨道

交通 11 号线道路恢复与综合整治工程为抓手，合理配置公交

资源，科学优化公交线网，增设微巴枢纽、临时接送车位、

风雨连廊等服务，推进“公交+轨道”两网融合。因地制宜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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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非机动车停车区、公共自行车租还点、P+R 换乘停车场，

为市民换乘轨道交通提供便利。从 2024 年 3 月起，在苏州轨

道交通 11 号线主要站点出入口常态化开展停车秩序维护、文

明行为引导等“文明交通”志愿服务，截至 7 月底，已有 3000

余人次参与，累计服务时长超 1 万小时，为市民绿色出行提

供保障。聚焦沪昆通勤重点人群，以轨道交通花桥站为平台，

量身定制“有光书吧”进轨交、“有光服务”进轨交、“有光

志愿”进轨交“三进”模式，引导市民在日常通勤中践行文

明交通、绿色出行理念，覆盖人群超 10 万人。打造“多网融

合 慢游江南”交旅融合品牌，推行“轨道+公交+定制客运+

慢行”互补模式，串联昆山的古镇老街、园林公园，让绿色

出行成为市民的新时尚。

东海县：推进“三个转变” 共建文明交通

东海县实施“文明交通 你我同行”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

育行动，构建多元共建、多维共治、多方共享的工作推进机

制，推动宣传、引导、治理“三个转变”，让文明交通、安全

出行理念融入市民生产生活，共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

交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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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宣传方式由“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聚

焦“一老一小”，面向农村老年人开展交通安全“大舞台”“美

丽乡村行”交通安全百场巡回宣讲活动，参与群众 2.8 万余人

次；面向在校师生深化“交警进校园”活动，上好“开学第

一课”“假期前一课”，全县 14.5 万名在校生常态化接受文明

交通安全教育。聚焦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依托 7 个交通安全

微型教育基地，对现场查处的交通违法行为人实行交通法规

学习、警示教育片观看、成效测试等文明交通教育，发放结

业合格证书 6000 余份。聚焦电动自行车 10 类重点违法行为，

制作典型案例视频，依托融媒体公众号、东海“99.4”交通广

播等平台进行曝光警示，专刊发布文明交通宣传稿件 300 余

篇、案例通报 83 期，教育群众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养成文明

交通良好习惯。

二、引导力量由“部门为主”向“社会共建”转变。注

重发挥志愿服务在文明交通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广泛动员驾

校学员、暑期返乡大学生等参与文明交通劝导，协助维护秩

序、劝阻违章行为、宣传交通法律法规。针对辖区外卖配送

企业，深入分析行业典型交通事故案例，重点讲解未佩戴安

全头盔、骑行看手机、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和安全

隐患，增强“送餐路上”“快递途中”的外卖小哥、快递员等

新就业群体文明交通安全意识。公安干警、政法网格员、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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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劝导员进驻 25 个文明交通“警保”联动站，履行文明交通

宣传员、基础信息采集员等职责，共建安全畅行、文明交通

的宣传阵地。

三、治理模式由“集中攻坚”向“常态长效”转变。突出

文明交通重要节点，推行“交警＋交通＋巡特警＋派出所”融

合工作模式，机关民警、辅警参加早晚高峰执勤，常态开展交

通违章违法行为清查，推动文明交通更有序。组建 60人“骑警

队”，对城区街道路面进行不间断巡逻，对乱停车开展长效治理。

完善文明交通基础设施，组织机关单位、西双湖景区、体育场

馆等场所，在夜间对社会车辆免费开放，缓解城区停车难题，

推动文明停车更有“位”。新建 1614 路智能感知网、不礼让行

人监测路口（路段）8 个、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哨兵系统 10

套，强化文明交通信息赋能，推动交通秩序态势全感知、管控

常态化。

海安市：创新建立外卖骑手文明交通
全链条监管模式

近年来，海安市持续加强文明交通建设，坚持问题导向，

聚焦外卖骑手这一新就业群体，创新建立外卖骑手文明交通全

http://www.baidu.com/link?url=YNUcBa7b7jhR-Y-8NclyvQtnva9FdaTx1yd0eWM7m34Zzs-_p2ehGa8B209sVHDOcIijE80bdOYyWe67lQFzdpNifd8tNwKFX5V12-PNH0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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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条监管模式，不断提升外卖骑手文明交通素质。2023 年以来，

全市 1000 余名外卖骑手交通违法率下降 87.65%、交通事故数

量下降 82.23%。

一、建立常态宣教机制。开展岗前培训考试。高标准打造

海安骑手交通安全学校，对新入职的骑手进行交通安全知识培

训，骑手考试合格后才能持证上岗。新入职的骑手需要参与 1

次文明交通劝导志愿服务，亲身体验文明交通的必要性和违法

交通的危害性。加强阵地宣传教育。依托 6 个“海安骑手交通

安全宣传教育基地”，每季度举办一期轮训，着力提升外卖骑手

的文明交通意识。2024 年上半年开课 38 次，授课时长 47小时，

骑手参训率 100%。推行“学法免罚”制度。骑手在轮训基础上

再参加一定学时培训且考试合格的，每年可减免一次轻微交通

违法行为的处罚，推动骑手提升交通法规意识和文明素养。

二、落实暖“新”关爱举措。拓展驿站服务功能。建成暖

“新”驿站 56 处，为骑手提供学习教育、临时休憩、就餐饮水、

手机充电等贴心志愿服务。开发“先蜂营”微信小程序，吸引

骑手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获取积分，兑换奖品。发挥典型

示范作用。积极挖掘骑手队伍中的先进典型，激励广大骑手争

当文明使者。市公安局每季度组织“文明交通模范骑手评选，

两年来 30人获表彰。其中 1 名骑手荣获南通市五一劳动奖章，

1 名骑手获评“南通好人”。形成多方关爱格局。工会、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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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妇联等部门根据骑手的学历、技能、工作经历等，有针

对性地给予二次就业帮扶。公安、市场监管部门协调外卖配送

企业与电动自行车品牌经销商建立合作关系，协调保险公司指

导骑手合理投保，解决骑手们后顾之忧。外卖企业优化派单、

抢单、加时等算法和机制，合理优化罚款、停单等惩戒措施，

缓解骑手抢时间、拼速度的焦虑情绪。

三、健全系统治理体系。加强教育监督管理。建成交通违

法外卖骑手数据库，强制约谈“高违”骑手 216 人次，安排参

与志愿交通执勤 162 人次，对于屡教不改的骑手，建议外卖企

业予以辞退并纳入行业黑名单的共13人次。持续曝光违法行为。

沿街 45 处违法曝光大屏全天候滚动播放骑手违法照片，“海安

发布”等微信公众号每月集中曝光违法行为高发的企业及骑手，

将违法处罚信息纳入外卖企业信用评价体系。严格企业内部管

理。指导督促外卖企业以班组为单位对骑手进行捆绑考核，组

织开展“零违法班组”“零事故班组”创建活动，企业负责人不

定期开展抽查，班组长每日进行巡查，骑手间相互监督提醒，

评选出外卖优秀站点 2 家、优秀骑手 12人，形成争当文明骑手

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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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中宣部（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发：各设区市委宣传部（文明办），省各有关部门单位

（苏简字 1004 号 共印 8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