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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设施建设相对滞
后。国家对农村道路建设逐年增
多，农村道路村与村之间，由原来
的砂石路、土路修建成水泥路、柏
油路等路面，道路等级不同程度
提升。但由于种种原因，交通部
门在新扩建公路规划和设计阶
段，缺乏对农村道路安全性的综
合规划，存在先天性的安全隐
患。农村道路本来就很窄且多数
是因地形而修，本身弯、险道就
多，许多农民朋友选择在路两旁
建房、办厂、栽竹木和农作物。同
时，农村道路两边接口多，视线
差，道路整体缺少标志标线，雨天
路面摩擦系数小，这样就妨碍了
安全通行。

农村道路村级组织和农民的
交通法制观念相对淡薄。村级组
织无力切实履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相关
义务和职责，不愿组织农民学习
交通安全知识，同时，农村农民的
文化水平相对偏低，不少人看不

懂交通法规条文，更不懂得如何
保护自己和规避风险。因此，
农村农民无证驾驶、超载、超
速、超员、越线行驶等交通违法
行为仍一定程度上存在，为交
通安全埋下隐患。

农村公路“村村通”运输市场
混乱，无牌无证车辆多，超员超载
多。农村常用的车有：农用车、三
轮车、低速货车、农用拖拉机、摩
托车（含电动）、自行车（含电动）
等，尤其是农民购买廉价的报废车
或者拼（改）装车，购买后不上牌，
不买保险，在一定区域内搞运输，
图赢利，超载、超员，部分农民为了
省时省钱不管什么车都敢坐。

农村交通管理盲区多、死角
多。农村交通管理基本由公安交
管部门唱“独角戏”，主要依靠公
安交警基层所队承担，由于基层
交警队“人少、线长、点多”，往往
是管一处，放一处，使农民违法者
心存侥幸心理，造成交通管理执
法难度。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张定有 见习记者魏广宝
通讯员王晓

近日，邓州市交警大队组
织全体党员集体参观雷锋纪
念馆，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党日活动。
参观前交警大队全体党

员在党旗下重温了入党誓词
并进行宣誓，接着大家怀着崇
敬的心情，在讲解员的带领
下，参观了“光辉的一生”“永

恒的精神”“永远的传承”三部
分内容，通过察实物、看图片、
观多媒体，一幅幅珍贵照片、
一件件优秀事迹、一帧帧日记
文字，记录着雷锋不平凡的短
暂而伟大的一生，将雷锋生动

的事迹和感人的故事展现在
眼前。

通过参观和主题党日活
动，交警大队全体党员更加深
刻地领悟了雷锋精神内涵，了
解了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的意

义。大家一致表示，要以雷锋
为榜样，大力弘扬、积极践行
雷锋精神，从自身做起，结合
交警工作实际，守初心担使
命，坚定理想信念，永远发扬

“螺丝钉”的精神。

试论新形势下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暨事故预防

▶近年来，我国农村道路建设突飞猛进，农村道路里程延长、路面拓宽和硬化，行车环境有所改善，基本已达到村村相通。以往在道
路交通安全管理上，公安交管部门主要把警力部署在国、省道上，其次在县道上，然后才顾及乡村道路，致使农村交通安全管理出现
了管理与需求不相适应的局面。尽管公安交管部门在农村道路交通管理工作上不断探索综合治理新机制、新格局，取得了显著成
效，确保了道路交通安全形势的总体平稳，但是，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形势仍很严峻。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切
实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是每一位公安交管民警必须认真考虑的实际问题。现结合基层工作实际，就农村道路交通安
全管理暨事故预防浅述一己之见。 □肖书鼎

建立并完善道路交通
安全综合治理机制。农村
道路交通安全是一项社会
系统工程，涉及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建议
按照“政府领导，部门协
作，社会联动，齐抓共管，
综合治理”的要求，强化道
路交通安全管理防控网络
建设。将农村道路交通安
全工作纳入乡镇政府的考
核内容，明确目标任务。
坚持交通安全联席会议、
安全形势分析研究、安全
责任考核、追究制度，认真
落实考核评估和奖惩措
施，全面夯实农村“两站两
员”基础，逐步推进道路交
通安全综合治理的规范化
和制度化。

强力推进道路交通安
全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
建设。公安、交通、应急、
乡镇政府要职责明确，各
司其职。公安交管部门要
更好地发挥交通管理的职
能作用，在搞好管辖权的
道路隐患排查外，要积极
协助各乡镇对辖区内的农
村道路开展隐患排查；交
通部门、乡镇政府要及时
对排查出来的隐患进行整
治；应急部门重点对隐患
整治落实情况进行督查。

改变传统交通安全宣
传教育模式，多渠道开展
宣传教育。 围绕路面而延
伸，围绕窗口而深化，围绕
学生而拓宽，围绕家庭而
普及。建立完善县、乡
（镇）、村（居）三级交通安
全宣传网络，在乡镇、行政
村、企业、学校探索建立专
兼职交通安全宣传员制
度，在行政村、学校、企业
和公共场所增设宣传橱窗
或板报，在重点乡镇和学

校设立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活动室或警示教育基地，
拓展交通安全宣传阵地。

强化道路交通基础和
安全设施建设，改变农村
道路建养模式。在交通规
划、道路设计、建设和改造
上充分考虑农村交通运输
的实际需求，逐步提高道
路建设等级标准，并按照
技术标准和规范要求，加
强农村公路建设质量与安
全管理，确保农村公路建
设水平，改善农村道路通
行条件。规范设置道路交
通管理和安全设施，新建、
改建和扩建道路，将交通
安全设施与道路建设同步
设计、建设、验收、使用。
改革农村道路养护管理体
制，建立健全县、乡镇道路
管养机构，形成农村道路
管养体系，落实农村道路
养护责任，把农村道路管
理好、养护好，实现农村道
路交通事业的可持续发
展。

加大农村道路交通管
理执法力度。在路检路查
机制上，进一步强化事故
多发路段、重点时段的严
管执法，从重处罚。特别
是一些新修道路，交通设
施和管理要跟上。农村派
出所履行乡村道路的事故
预防职责，充分发挥乡镇
综合治理“七位一体”的机
制。因地制宜地加强农村
的道路交通安全宣传与预
防，发动社会力量广泛参
与。公安交管部门要积极
指导乡镇政府和辖区派出
所开展农村道路的交通安
全管理工作，认真组织开
展交通秩序整治，重点查
处农村道路较突出的无证
驾驶、摩托车载客、客车超

员、摩托车驾驶员不戴安
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
净化农村道路交通环境。

强化源头管理控制，
努力减少和消除农村道路
交通不安全因素。督促两
轮摩托车、三轮摩托车注
册登记、检验，对报废和转
籍车辆严把关，坚决杜绝
报废车辆上路行驶，对手
续不全的车辆，排除盗抢、
非法拼装嫌疑后按程序办
理牌证，解决农村机动车
无牌无证普遍的问题。

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交
通，让农村群众有车坐、坐
得起、坐得方便、坐得安
全。大力发展农村客运，
加快农村公路建设，是解
决农民出行难问题的最终
途径。一是要坚持农村客
运与农村公路同规划、同
部署、同发展，真正做到路
通车通，让公路延伸到哪
里，客运班车就开通到哪
里；二是要加大资源整合
力度，提高农村客运公司
化经营程度，实行公司化
管理、市场化运作，彻底解
决农村客运散、小、乱、抗
风险能力弱等问题；三是
要加大财政资金扶持力
度，降低经营成本，通过减
免农村客运车辆的税收、
加大财政补贴力度等手
段，降低经营成本；四是要
加强农村客运的安全监
管，建立与交通、应急等相
关部门的联合执法的运行
机制，坚决打击和取缔非
法客运车辆，进一步完善
农村客运企业内部的安全
教育和防范体系建设，切
实从源头上预防农村重特
大道路交通事故，确保广
大农民群众出行安全。（作
者单位：桐柏县公安局）

对农村交管工作重视程度不
够。虽然省、市、县政府在广大农
村地区启动“两站两员”（乡镇交
管站、劝导站、安全员、劝导员）建
设，明确政府在农村交管工作中
的主导主责地位，但仍有部门认
为是公安交警一家的事，消极应
付，“县管、乡包、村落实”的农村
交管工作新机制仍未真正发挥作
用。同时，“重城区、轻农村，重主
干公路、轻农村公路”思想长期主
导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
农村道路的交通安全工作。

农村地区分布警力严重不
足。目前，公安交管部门的主要
警力分布在城区、国省道和高速
公路上，广大农村公路常态化执
勤还未实现。尤其山区，农村公
路点多、线长、面广，和有限的警
力形成了强烈反差，从而加剧了

农村地区人、车、路之间的矛盾。
大部分村村通道路等农村公路存
在交通管理的盲区和死角。

管理模式已不适应当前农村
形势发展的需要。近年来，随着
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城乡差距
逐年缩小，新生代农民在结婚、办
企业、外出打工挣钱后，首选购
车，农村车辆增速较快，交通工具
种类多、数量大，农民驾驶员已形
成一支庞大的队伍。面对这种新
形势、新问题，再沿用传统的、单
一的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农村
新形势发展的需要。

农村地区交通安全宣传不够
深入。长期以来，交通安全宣传的
主战场在城市，对广大农村地区宣
传存在盲区，农村地区群众普遍缺
乏基本的交通安全常识，不能认识
到交通违法的后果和危害。

我国农村道路交通管理的现状

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形势严峻的原因

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暨事故预防的治本之策

邓州交警大队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