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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交通专刊】

太仓市：慧眼 AI 赋能数智交通 文明出行走出城市文明

扬中市：多措并举纵深推进文明交通工作

如皋市：斑马线前见文明 礼让行人新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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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仓市：慧眼 AI 赋能数智交通
文明出行走出城市文明

近年来，太仓市综合运用人工智能、5G通信、大数据等新

技术搭建“慧眼”AI 智管平台，探索“数字管理+科技助力”

新方式，高效助力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查处治理，打造智慧、文

明的交通环境。

一、织网布局，夯实交通管理“硬度”。利用各部门现有信

息化资源，将全市 48660 路视频监控、3556 路高清卡口、1910

路电子警察、9 套移动测速系统、8 个全息路口、7 套不停车称

重系统、3 套轰街车抓拍系统等前端感知设备全部接入“慧眼”

智管平台，实现交通路面管理一体化。根据道路交通实际情况

和管理需要，针对不系安全带、不礼让行人等 10 余类取证难度

大的瞬时性交通违法行为，因路制宜设定信息抓取采集规则，

自动生成查控场景，实现对交通行为的智能识别、记录和判定，

将交通违法从“被动记录”重塑为“主动发现”。充分运用人

工智能解析，在对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摄录取证的同时，实时比

对交通违法人员脸部特征、形体特征、车辆特征等，快速精准

锁定违法人员身份，实现信息的高效率采集、高精度匹配。

二、聚焦长效，提升交通管理“精度”。在智管平台捕捉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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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违法行为后，第一时间短信提醒告知相关驾驶人员所涉及的

违法行为，同时在系统后台循环比对，并适时推送指令至路面

警力进行拦截处置，累计发送提醒短信 8.3 万条，发布路面拦截

指令 1210 余条。依据标签管理模块，将人员违法情况按单位进

行通报，要求联合教育提醒，全面压实单位管理责任。积极探

索新勤务模式，针对电动自行车违法人群落实“一次提醒，多

次处罚”的递进式管理措施，构建智能、精准、高效的交管闭

环；针对少数屡教不改的交通违法人员，通过智管平台精准定

位人员的出行时间周期和行驶路线，组织路面查控或上门开展

工作，通过“速裁”的方式予以坚决处罚。

三、有的放矢，提高交通管理“温度”。针对老年人群体，

梳理日常骑行电动自行车的老年人 4.2 万，在发现交通违法后向

其家属发送关怀信息，根据劝导效果，联合所在社区对反复违

法人员进行上门面对面宣教，累计发送老年人交通违法劝导短

信 20.3 万余条，组织上门宣教 3.2 万余次。针对快递员、外卖

员等“新业态”就业人群，同步落实“灯塔计划”“记分制”

管理，从轻到重采取安全警示教育学习、参与交通文明劝导实

践等措施。针对学生群体，梳理出 16 岁以下骑行电动自行车的

学生 4300 余名，发现交通违法行为 1.65 万余条，定期将数据流

转给教育局，结合护学岗工作、小手拉大手等新形式多措并举

开展交通安全精准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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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中市：多措并举纵深推进文明交通工作

交通秩序是城市治理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重要“窗口”。近

年来，扬中市聚焦文明交通，多措并举、多方联动，不断擦亮

岛城文明底色。

一、坚持系统谋划，做到高位推进。市委、市政府将文明

交通工作纳入年度民生“十件实事、百项工程”、精神文明建设

重点工作等，列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十大提升行动”，作为“‘文

明有礼·德润江洲’——‘行四礼、修四德’做新时代文明扬中

人”主题活动重要内容。市委每年召开专题会议、争取设立专项

资金、组织多轮调研督查，进一步理清思路、明确目标、压实责

任、解决难题。将文明交通工作质效纳入相关单位年终考核，不

定期组织“两代表一委员”、作风效能监督员、网友代表等开展

专题视察调研，广泛征集意见建议、提升工作质效。

二、聚焦群众关切，强化设施保障。围绕市民关注的交通

出行堵点、难点，借力大数据分析，优化改造扬子路-春柳路、

滨江大道－扬中大道等路口 3 处，实施江洲西路、翠竹南路等

路段拓宽工程。聚焦停车难、停车乱问题，改造收储地块建设

停车场，在小区、校园、菜场等人流密集区域周边探索“潮汐

停车位”、试点“小巷临停车位”等，释放停车泊位 2760 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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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缓解停车压力。全市 69 个交通路口、213 路摄像头 24 小时

抓拍行人和非机动车不文明交通行为，投入 3 架无人机开展空

中巡逻补盲，更新一体化交通信号灯 300 余组、投放文明交通

智能“小喇叭”600 余个，为平安出行、文明交通提供有力保障。

三、浓厚宣传氛围，提升文明素养。投放一批原创公益广

告、景观小品、短视频、专题节目，创新开展文明交通“七进”

“美丽乡村行”巡回宣讲等活动 1350 余场，推动文明交通、平

安出行人人知晓。组织机关干部广泛参与“文明出行 E 起承诺”

线上接力，连续 10 年开展“文明扬中 你我同行”志愿服务，

参与人次破 20 万。把文明交通纳入“开学第一课”“文明一‘夏’

‘暑’你最美”等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活动，打出小手拉大

手文明交通实践养成“组合拳”。市民观察团、扬中麦田等社

会组织推出“文明交通我助力”“文明交通守法之星”有奖评

选等志愿服务项目，引导市民争当文明交通践行者。

四、立足多点发力，确保常态长效。推出“周四全警管交

通”工作模式，形成公安局班子带头管、交警大队专业抓、部

门所队打配合的工作格局。在文明社区、文明村镇、文明单位、

文明校园周边开展不文明交通行为劝导行动，共同营造安全有

序、文明和谐的交通环境。以主次干道、主要路口、人员密集

点位周边为重点，突出早晚高峰、节假日等，开展不文明交通

行为“滚动式”专项整治，通过全媒体曝光、短信提醒、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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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敲门行动”等，多管齐下提升市民守法意识，机动车

违停、不礼让斑马线等违法行为同比下降超 11%。

如皋市：斑马线前见文明 礼让行人新风景

近年来，如皋市着力加强违规行为共管共治、基础设施提

档升级、文明出行宣传引导，切实增强全民文明礼让、守法出

行意识，斑马线前文明礼让成为城市新风景。

一、以系统性规划部署为支撑。坚持将整治机动车不礼让

斑马线交通违法行为作为文明交通系列整治重点项目，细化制

定《全市人行横道线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综合治理实施方案》，

公安、城管、住建等重点职能单位联动建立“点线覆盖、路段

包干、考核验收”工作机制。围绕医院、学校、商超、车站等

重点区域路段以及重点路口路段等，实行“责任区”切块包干

制度，明确区域牵头负责人，常态化开展交通违法查处、隐患

动态排查、宣传教育劝导等工作。在商超周边等重点区域、路

口逐步完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增设不礼让行人抓拍设备 8 套，

全天候严查严管不礼让斑马线等违法行为。

二、以精准化靶向施策为手段。开展交通管理设施排查治

理“啄木鸟”行动，按照“标志亮起来、车速慢下来”总体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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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对涉及礼让斑马线的交通设施，进行全面排查整改，对模

糊无法辨识的标线、损坏的标牌等进行维修出新，累计排查整

改斑马线设置不科学、不合理、不规范问题 94处。对无信号控

制的斑马线，在斑马线前的路面设置停止线和斑马线预告标识，

配合设置斑马线指示标志，并根据需要增设减速、“注意行人”

“车让人”等提示警示标志标线，提醒机动车驾驶人提前发现、

依法礼让。优化交通信号灯相位和配时方案 123 套，重点解决

信号配时不合理、行人过街时间不足或过街等待时间过长等问

题，为车让人提供条件。

三、以多维度宣传教育为载体。常态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七

进”、“文明交通·我知晓”等活动，组织民警、驻村辅警深

入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等，通过发放宣传资料、播放警示

视频，增强市民“礼让斑马线”文明交通意识。组织全市出租

车、公交车驾驶员开展带头礼让主题活动，签订“文明礼让承

诺书”，并纳入公司日常考核。重点关注“一老一小”群体，

部署开展“警伴夕阳行”交通安全护老行动，高标准建成“一

镇一中小学生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地”，打造面向全市中小学

生，集互动教学、游戏体验、编程研发等功能于一体的“交通

安全梦工厂”，搭建“小小文明交通宣讲团”宣传平台，招募

159 名中小学生组成“少年交警”志愿宣讲服务队，开展交通安

全“赛课”、宣讲活动 200余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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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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