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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陆明光 周瑾

宁波，作为全国五个计划单列
市之一，道路总里程 1.52 万公里，
汽车保有量超过 213万辆，位列全
国 第 17 位 。 人 与 车 如 何 和 谐 共
存，成为城市发展的一大新课题。

求变，谋发展；思考，破困
局。无论何时何地，“文明”始终
是保持城市交通畅通有序最好的

“润滑剂”。“文明”在彼岸，科技
如舟，引导交通参与者一步步向前
迈进。近年来，我市公安交警部门
以智慧交通建设为契机，大力推进
大数据技术，以科技“治”不文明
交通行为，取得显著成效。

人脸识别系统
曝光闯红灯者警示一大片

前不久，宁波交警通过网络以
及路面电子屏曝光了一批闯红灯的
行人和电动自行车。这次曝光极其
特殊，因为闯红灯者的头像以及违
法过程都清晰地出现在了“镁光灯
下”。顿时，社会各界一片叫好
声：曝光一人，警示一大片！

一直以来，行人与非机动车闯
红灯这个交通陋习由于违法成本
低，已成为交通管理中的一大难
点。闯红灯是延续多年的陋习，是
漠视安全和规则的表现。对于闯红
灯的行人，平时你问他闯红灯的危
害，他心里明镜似的，也能说得头
头是道。可是，一站到马路边，就
把一切抛到了九霄云外，只图方便

快捷，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
针对这个全国性难题，宁波交

出了自己的答卷。据悉，为了进一
步开展“一创一治”系列行动，积
极推动“智慧交管”建设，我市交
警新启用了一批高科技违法抓拍系
统，用于打造中山路“科技严管示
范街”，强力治理各类“隐形”违
法。这次曝光背后的“功臣”就是
9 月初刚启用的人脸识别抓拍系
统。它能自动识别抓拍闯红灯的行
人和非机动车，并将违法人员的

“大头照”即刻投影在路口的高清
LED 彩色显示屏，同时显示违法
人员的姓氏等相关信息。

治理中国式过马路，除了要加
强执法及道德约束力量外，还需要
利用高科技手段为群众提供更多便
利，减少“闯”的概率，宁波就是
这样做的。早在 2015 年，鄞州交
警就在四明中路与前河北路路口试
点新型“二次过街”设施，其原理
就是利用车辆左转空隙，实施半幅
道路先通行，这样一来等于多了一
个左转弯带来的绿灯时间。效果也
极其明显，该路口平峰时段行人通
行能利用时间增加 15 秒，等待时
间减少 20 秒。如今，这套设施已
广为推广，中山路上就随处可见。

电子警察时刻“蹲守”
斑马线前礼让成习惯

一座城市的文明细节，从一条
斑马线上就能看出一二。很多年前，
宁波就推出了公交车礼让斑马线，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令人头痛不
已：公交车停下，其庞大的身躯带来
视觉盲区，其他车辆不礼让，危险不
言而喻。究其原因，就在于缺乏有效
手段来制约那些不礼让的车辆。

这一情况被彻底改变了。去
年，我市启动了“机动车文明礼让

斑马线”活动。交警部门为各条样
板斑马线配上了新型电子警察，它
能自动抓拍未礼让的车辆。一个月
时间就查处了违规机动车近 3000
辆次，“逼迫”驾驶员开始学文明
礼让。如今，时间已过去一年多，
全市已有 60 条斑马线作为文明礼
让的示范样板，海曙、鄞州、江北
三区也安装了 72 处斑马线专用电
子警察，用于监督不文明行为。而
在各条样板斑马线前，机动车文明
礼让率已达到90%。有市民这样告
诉记者：“要说路面交通变化最大
的，我个人感觉就是私家车会在斑
马线前停下礼让了，这不是个别行
为，如今已经成为常态了。”

其实，早在 2010 年，我市交
警就与相关科技公司合作开发了新
一代智能高清视频综合信息采集系
统，该系统属于全国首创，被列入
2012 年公安部科技成果推广项目。
经过多年建设，这一系统已初步覆
盖市区。通过大数据创新技术，如
今违反信号灯指示行驶、路口“加塞”
行驶、网格线禁停等群众厌恶的交
通违法行为在其面前无所遁形。

交通参与者文明了，交通违法
自然就少了，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
通行更有规律了，速度也提上去
了，交通拥堵指数降下来了。根据
高德地图发布的全国主要城市交通
分析报告，宁波高峰拥堵延时指数
从 2015 年第 36 位、2016 年第 44
位，下降到今年第二季度第 70 位，
我市城市交通拥堵状况进一步缓
解。“宁波汽车保有量排全国第 17
位，拥堵排在全国第 70 位，难能
可贵。”市交警局相关负责人说。

新型监管系统
让工程车无法再干“坏事”

2015 年 9 月 15 日，发生在通

途路的工程车侧翻压死奔驰车驾驶
员的事故一石激起千层浪，治理工
程车交通违法、让其回归文明驾驶
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呼声。当月，
本报就曾以 《工程车乱象治理五
年，仍是个“乱”》为题对此进行
过报道。2015 年，也因此成为市
公安局、市住建委、市城管局、市
交通委这四部门联手治理工程车违
法乱象之关键年。

针对工程车污损号牌逃避路面
电子管控等管理难点，去年市交警局
推出了“放大车辆识别号”的新举
措。同时，交警部门还会同市城管
局、市运管局等部门不断加强科技监
管和资源整合，加快推进工程车卫星
定位“电子围栏”等科技系统建设，
实现“电子围栏”范围内闯禁行线、
不按规定线路行驶等工程车违法的
实时自动报警和事后警情研判。

如今，监管技术更加完善。交
警部门建立了基于 4G 网络视频传
输的重点车辆监管系统，并于今年
6月上线运行，对工程车等重点车
辆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监管。监管
民警可以管控车辆的非正常行驶路
线、驾驶员的不良操作习惯，以及闯
红灯、变线、逆行等违规驾驶行为。
据悉，该系统已接入重点车辆 3000
辆，每日查处交通违章行为30多起。

有交警这样告诉记者：“对于
违规的重点车辆，如果是有通行证
的，除了常规处罚外，我们还会通
报企业，并且视违法情况决定是否
将其列入‘黑名单’。一旦列入，
以后通行证就不能申请了，他的饭
碗就被砸了！”

而对于那些无证“闯禁”车
辆，尤其是恶意污损号牌以此来逃
避追查的，如今也别再想“钻空
子”，因为有二次识别技术。这项
技术基于大数据原理，能根据车辆
型号、颜色等信息筛选并还原出嫌
疑车辆。

人脸识别，让闯红灯者丢了“脸”；视频监督，让斑马线前未礼让者“瘪”了钱包；
监管系统，让违规工程车没“饭”吃……

交管“高科技”，为交通文明“护航”

本报讯（记者张燕 通讯员邵
建荣 舒英） 今天，深受市民喜爱
的公共自行车四周岁了。作为承载
着慢行交通使命的主力军，我市公
共自行车已建成标准网点 1400 余
个，投运 3.6 万余辆自行车，日均
租用量超过 10 万人次，市民累计
租车量超过1.2亿人次。

小小自行车散发满满的“绿色
能量”。按照 1.2 亿人次的骑行量、
平均单次骑行 3.6 公里计算，总行
驶里程已达4.54亿公里。按替代私
家车出行方式计算，已节约燃油
2.63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8.35万吨。

公共自行车好骑，但在早晚高
峰存在“借还难”。为此，市公共
自行车公司在全市租还流量较大的
网点增设车辆下架点 706个，在租
还量特别大的网点配备专人，开展

定点定时服务。目前，推出有人值
守服务网点40个，辐射网点326个，
每天增加2万余车辆次的租还量。

为了使公共自行车的便捷作用
得到充分发挥，我市在公共自行车
网点设置上注重与公交车、轨道交
通“零距离”换乘。目前，已有轨
道交通接驳网点 64 个，公交车接
驳网点 90 个，其中大部分设置了
下架点或有人值守，确保两种交通
转用顺畅。

公共自行车正变得越来越智
能。1400 余个网点实现 WiFi 全覆
盖，市民可登录 iNingBo 免费上
网。一年前手机租车 APP 上线，
市民查询网点位置、在桩车辆和空
余桩位时变得更加方便。下一步，
我市将按照“无桩有站”新思路，
充分运用“互联网+”理念，推进
公共自行车有桩与无桩融合应用。

公共自行车4周岁了，1.2亿人次免费骑行
已累计建成1400余个标准网点，投放3.6万辆自行车

全市160名公共自行车维修人员，日均修车1200辆。
（张燕 史春娜 摄）

昨天，国内首条国防民兵线公
交 30 路的驾驶员正在车厢里悬挂
五星红旗。该线路的司机基本是退
伍 兵 ， 为 迎 接 新 中 国 成 立 68 周
年，司机们用红旗装扮车厢，让一
抹抹鲜艳的红色流动在城市的大街
小巷。 （徐文杰 钱霞 摄）

挂国旗
迎国庆

本报讯（记者黄合 通讯员
詹婷）“这些无证无照小作坊，
大多隐藏在村子里，很难查到。
幸亏有基层一线网格员一点点排
摸，才让我们能够在充分取证的
情况下，及时予以‘剿灭’。”说
起网格员，海曙区石碶街道的相
关工作人员满是赞许之词，“在
文明城市建设的过程中，他们可
是发挥了大作用。”

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关键
得看基层的“毛细血管”。近
期，围绕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五
连冠”的目标，市编委办专门出
台文件，要求坚持问题导向，聚
焦薄弱环节，将创建工作与“四
个平台”建设紧密结合，构建

“以网格为点、村 （社） 为线、
镇街为面、点线面联动”的推进
机制，让每个网格都不留盲点。

常在一线走，才能及时体察
实际情况，第一时间发现隐患。

对此，各地按照全覆盖、无遗漏的
原则，进一步落实有效的激励监督
措施，切实加大网格人员巡查频次
和力度，在划定的网格内进行全面
巡查。在宁海桃源街道湖东社区新
西岙网格，网格员在日常巡查时发
现了违规搭建的问题，流转给相关
部门进行联合执法处置，从源头上
减少了矛盾纠纷。

部门协作，才能即时完成事件
处理，减少负面影响。受理、分
析、流转、处置、督办、反馈、考
核——依托功能集成、区街联动的
基层治理体系，各地充分发挥综
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
便民服务等平台的作用，形成快
速问题处置圈。钟公庙街道长丰
社区的房屋违规改装问题，就因
启动了快速反应机制，得到派出
所、房管所、城管等有关部门的
协同处置，只用了 2 个小时就得
到妥善解决。

网格里的文明“啄木鸟”
“四个平台”助力文明城市建设

本报记者 张 燕
通讯员 董美巧

昨天6时30分，来自市公交
镇海公司的 23 名员工一个都没
有迟到，准时坐上了大巴车。大巴
车向上海市血液中心疾驰而去。

车上的 23 人，平时是服务
乘客的人，有的是公交司机，有
的是车辆修理工，有的是公交公
司的行政管理人员……有刚参加
工作的年轻人，也有快退休的老
同志。这一次他们作为乘客，不
是去旅游，也不是去看病，而是
怀着满腔热血和爱心，为他们的
同事、383 路公交车驾驶员夏建
波捐献血小板。

“建波工作很用心，平常线
路 上 谁 有 困 难 了 他 都 会 帮 一
把。”路队长蔡晶说。

“8 月底，建波说头痛发烧，
坚持上了两天班后实在吃不消，
去医院检查发现得了急性白血
病。”妻子小罗边说边哽咽，“十
分钟的回家路，他感觉怎么走也
走不到。”

9 月初，夏建波被送往上海
华山医院血液科，化疗后需要大
量血小板。“符合血小板捐献的
人并不多，要逐一筛选，听说建
波有需要，同事们放弃休息时间
一早赶去捐献。”公司党总支副

书记高琦说。
“建波是我的徒弟，他孩子才

上幼儿园，大家想帮帮他。”严宏
亮师傅一到血液中心，二话不说就
要求第一个献血。

“今年是我最后一次献血了，
建波的父亲老王和我是十多年的

‘战友’，听说他家里出事了，我一
定要过来尽分心。”虽然已经 56
岁，老师傅严国勇毅然伸出右臂。

夏建波今年 37岁，家住骆驼，
20多年前生父因患肝癌早逝，后来
母亲和王恵明走到了一起。王恵明
也在公交镇海公司工作，他把夏建
波当作亲生儿子来对待，一家人生
活虽不算富裕，但很幸福。严国勇
说的老王，就是王惠明。

“我和王师傅是一个车间的，
听说他儿子需要血小板，我们年轻
人肯定要冲在前面。”在昨天的 23
名献血者中，只有“90 后”张鑫
的血小板符合捐献条件。仗着年
轻，他一口气献了两份血小板。

从 10 时 20 分抵达上海血液中
心，到 14 时，23 个人才逐一完成
了筛选或捐献。

夏建波的临床住院医生汪青松
被宁波人的爱心深深感动。他告诉
记者，血小板的生命周期只有四五天
时间，现在夏建波刚做完化疗，靠自
身生长得不多，主要靠外围输入，希
望夏建波得到社会各界更多的帮助。

宁波公交司机用鲜血书写爱

创建文明城
喜迎十九大

本报讯 （记 者冯瑄 沈孙
晖） 昨天，在安吉召开的全国生
态文明建设现场推进会上，环保
部为 46个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市县命名并授牌，我省 5 个
市县入选，其中象山榜上有名。
这意味着，象山正式由国家级生
态县升级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市县。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简言
之就是生态县的‘升级版’。”市
生态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两者在
考核指标上有很大不同，前者考
量标准有增有减，更有适应性。
对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
县，环保部将在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
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等
方面给予政策、项目、资金扶
持，同时对环境质量明显下降、
未完成年度环境质量目标、发生
重大特大突发环境事件或生态破
坏事件以及指标反弹的地区，及
时警告或撤销称号。

近年来，我市生态文明建设

加快推进。截至目前，已累计建
成国家级生态区县（市）5 个，省
级生态区县（市）实现全覆盖。最
近几年，象山坚持“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累计投入
资金 50 多亿元，按照“全程生
态、全境生态、全民生态”的思
路，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工作，
全县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绿色经
济提速发展，生态意识有效提
升，逐步实现了“海韵美丽半岛、
幸福生态象山”的美好愿景，先
后荣获国家生态示范区、国家级
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国家卫生
县城、国家级生态县等称号。

“接下来，我们将全力以赴把
环境保护好、把生态建设好。”象
山县生态办负责人表示，今后将
重点抓好绿色海洋经济发展先行
区、生态环境保护模范区、海陆
生态空间保护示范区、生态文明
制度建设试验区建设，力争把象
山建成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的宁波现代化滨海城区，争做全
省“大花园”建设先行者。

象山入选首批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

本报讯 （蔡怀书 吴向正）
昨日，市慈善总会工作人员根据
爱心人士董老太的要求，专门来
到她家，上门接收10万元捐款。

据 了 解 ， 董 老 太 今 年 94
岁，她表示，此次把这笔 10 万
元钱捐给市慈善总会，是想建立

“悟安”慈善基金，用于助老或
助学、助残和赈灾。

市慈善总会负责人告诉笔者，近
年来，我市社会爱心人士热衷建立冠
名慈善基金，用于帮助那些生活困难
的人，从而为建设文明宁波、和谐宁
波、爱心宁波贡献力量。今年年初以
来，市慈善总会新增或扩大个人小额
冠名慈善基金 20 个，共到位善款
125.5万元，其中“圆梦基金”达53万
元，“晴朗”基金达30万元。

捐款10万元

九旬老太建立“悟安”慈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