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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控制年代
民警拨动控制器控制信号灯

从警前，吴雄彪是一名海军战士。1980年12月退伍，隔了不到半
个月，他到交警局报到。“当时叫交通警察队，属于市公安局治安科管
辖，一共也就七八十位交警，我的编号是50。”他说，刚参加工作时是一
线执勤民警，在永宁桥（现在的兴宁桥）站岗。至今，他还记得穿戴的是
上白下蓝的制服、白色袖套，类似海军服。

当时的宁波，城区小，道路又窄又破，岗亭只有10个左右，分布在
东门口、鼓楼、灵桥东、灵桥西、车站等路口。有岗亭的地方，意味着繁
华，自然就设置了信号灯。

说到信号灯，吴雄彪感慨“今昔大不同”。在他看来，信号灯的发
展史就是整个宁波交通管理变迁的缩影。

“1983年前，我们是手动控制信号灯的，工具很简单，一个控制盒，
跟饭盒差不多，能盛二两饭的那种，中间布置一个简易开关。控制盒与
信号灯之间连接一根电线，我就坐在岗亭里，时刻关注路口的车流量，
向左或向右拨动开关，控制东西或南北方向的车流。”

1983年以后，信号灯控制器高级了一些，变成半自动。民警只需
要在控制器里设置好每个方向的红灯秒数，哪个方向车流量多了，就往
哪个方向拨动一下开关，时间一到，开关自动弹回。

监控冰箱是否断电 当天气炎热，或者
我们将要出远门的时候，可以用一杯水和一
枚硬币来判断家中的冰箱是否持续正常运
作，从而判断食物是不是要变质。

第一步：先用塑料杯、玻璃杯等透明容
器盛一杯水，放入冰箱的冷冻库，待杯中水
冻成冰块，将一枚硬币放上去。

第二步：等到回家后将水杯取出，如
果硬币还在水杯冰面的上方，说明冰箱在
正常运作；如果硬币落在水杯内部，说明
冰箱曾断电过，停止过运作；如果硬币已
经沉入杯子底部，那说明冰箱曾长时间停
止运作，这时的食物已经变质了，赶紧扔
掉就对啦。

清洗缝隙 每当我们打扫卫生的时候，
就会发现家里有许多缝隙、角落是用抹布难
以清洁的，这种时候将硬币塞进废旧的搓澡
巾、袜子，或者裹在抹布里就可以轻松搞定
了。

硬币可以伸入缝隙里扫出垃圾，外层裹
住的布料可以保护瓷砖、电器不被划伤，适
用于清洁沟槽、墙面拐角，以及电器和家具
的缝隙。清理键盘间的灰尘也可以用这个
方法哦。

剥蔬果皮 枇杷是很多人喜欢吃的水
果之一，营养丰富，但是枇杷的果皮却很难
剥。

其实，只要用硬币侧面在枇杷的表面刮
一遍，果皮就很好剥啦，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轻松提重物 当我们去超市采购时，塑
料袋的提手会因为物体重量的增大而变细，
尤其是购买水果后，手指常常被勒出红痕，这
时我们可以拿出两枚硬币，塞进购物袋手提
部分的夹层中。然后将两边的提手卷在一
起，更易提握，也能防止硬币滑落，硬币增大
了手部的受力面积，重量被分摊，提起来也就
不费劲了。

鲜花保鲜 将鲜花根部浸入水中，然后
在水中放入一枚五毛硬币、一立方糖，硬币
中的铜成分可以充当酸化剂，防止细菌的滋
生，使鲜花能更久的保持新鲜度。

检查轮胎 轮胎及时更换是保证驾车
出行安全的措施之一，用一元硬币就能检查
你的轮胎是不是该换了。将硬币直立，放入
胎面凹槽处，观察，如果胎面已经完全覆盖
不到菊花图案，说明轮胎凹槽很浅，轮胎已
经磨损的很薄了，那么就该换轮胎了，如果

胎面能覆盖菊花图案一部分，则还可继续使
用它行驶一段时间。

去除异味 硬币还可以去除鞋臭味，它
释放的铜离子可以防止细菌的滋生，减少臭
味。方法很简单，将几枚五角硬币放入鞋
中，一天后，鞋内的异味就消除了。

划绳子 利用两枚硬币可以划开包装
绳，将两枚硬币置于绳子两侧，边缘紧贴，用
力一划，就可以划断这种塑料绳，撕胶带也
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没有剪刀时也可解燃眉
之急哦！

撕包装袋 遇到手滑、难撕的包装袋，
又没有剪刀的时候，用两枚硬币就能解决这
个问题，将两个硬币分别贴在包装两侧，边
缘靠紧，轻轻一撕就能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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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
人说，今后广播电视节目必须继
续遵循“小成本、大情怀、正能量”
的自主创新原则，不讲排场、比阔
气、拼明星，不沉溺于个人主义的
浅吟低唱、自娱自乐。

财政部、商务部等五部门发
布通知，要求合理规范口岸进境
免税店租金比例和提成水平，避
免片面追求“价高者得”。

美国一项新研究发现，婴儿
湿巾中含有的化学物质会破坏皮
肤表层。如果孩子本身就已携带
皮肤屏障受损相关的突变基因，
那么接触这些化学物质会提高他
们食物过敏的风险。

据外媒报道，目前，科学家对
超新星进行了一项勘测活动，超
新星是大质量恒星终结生命时出
现的猛烈爆炸，勘测结果发现 72
个神秘的宇宙闪光。

记者 王元卓 通讯员 洪阳

出远门时冰箱里放置一枚小小硬币
就能判断冰箱是否正常运作

小小硬币除了钱币流通功能，有时候巧妙地借用一下，也可给我们生活带来
许多便利。

从10个信号灯
到抓拍设备如天网

老交警见证改革开放40年
宁波交通管理巨变

宁波交通管理发展的时代记忆

1980年 城区只有约10个信号灯，均为民警手动控制。

1983年 信号灯控制变成半自动。

上世纪90年代初 信号灯控制全自动，几乎覆盖城区主要路口。

1995年 民警全天候手势指挥道路交通。

上世纪90年代末 电子警察上岗。

2000年 道路交通启动智能管理模式。

2010年 推进“智慧交通”建设，违法抓拍设备与信号灯实现市区全覆盖。

2011年 首批50套新一代智能高清（视觉）交通违法抓拍系统投入试用，成

为全国第一个“吃螃蟹者”。

2013年 城区首批14条“绿波带”投入使用。

2015年 全市首个市中心城区交通拥堵指数系统启用。

改革开放40年，宁波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不曾经历这种变化的人，或从书
中获悉，或从老照片里感知，或从老一辈的
口中得知。

上世纪80年代初从警的吴雄彪，当了
30多年的交通警察。说起改革开放巨变，
他无疑是见证人。“我上世纪80年代在兴
宁桥站岗，当时宁波市区也就10个左右信
号灯，而且是需要民警手动控制的。那会
儿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交通管理有一天会像
现在这么智能。”

十年，一个年代。上世纪90年代，吴
雄彪离开一线岗位，成为交警队伍中的骨
干力量。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接棒，用他
们的眼睛见证道路的变化。潘中就是其中
一位，1992年参加工作的他一晃已是中
年。

前几天，记者在市交警局七楼会议室
见到了这两位交警。他们热爱自己的职
业，过去的几十年如一个个画面，清晰地印
在记忆里。在与记者交谈中，他们能记起
宁波交通管理的每个变化，每个节点，甚至
精确到几月几日。

信号灯全自动化后
道路交通逐渐开启智能管理模式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信号灯控制从半自动到全自动，警力终于解放
出来。潘中是1992年参加工作的，灵东岗（现在的灵桥东岗亭）是他的
第一个执勤点，虽然当时的信号灯还是只控制东西或南北方向车流，但
信号灯的覆盖面广了，几乎覆盖整个城区的主要路口。

1995年，宁波学习济南交警，信号灯管理开始结合民警全天候手势
指挥。一个岗亭，两个民警，从早上7点到晚上6点，实行轮班制，这样
算下来，一个民警要连续不断指挥六七个小时。“信号灯一跳我就转，手
势不能停，嘴里的哨子还要吹。一天下来真的非常累，嘴巴干，胳膊也
酸。”潘中说，现在有科技助力，几乎不再需要这么传统的管理方式了。

对道路交通管理来说，2000年又是一个节点。交警部门从澳大利
亚引进一套城区交通信号控制系统，至此，道路交通启动智能管理模
式。而这一点，现在市交警局科技处的陆钱刚最为清楚，他告诉记者，如
今全市分布信号灯1000多个，接入该系统的信号灯路口有数百个。

这套系统能通过检测各路口平峰、高峰，工作日或节假日车流量，配
置不同方案的信号灯，计算调整每个方向的信号灯时间。同时，信号灯
也不仅仅是为了避免交通流冲突，很多时候实施人性化管理。比如，当
路口车辆少的时候，调整信号灯时间，可让行人更快过街；比如早高峰，
通过信号灯配适，让上班族尽快到达目的地。

3事故逃逸曾无证可采
碎片是办案的重要证据

跟信号灯一样，路口的违法抓拍设备也是从无到有，从有到先
进，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变革。

“因为车少，以前的交通违法也不多。马路上汽车很少，要么
政府部门的，要么国营单位的，私家车几乎没有。所以，许多开车
的驾驶员都认识，许多驾驶员也叫得出名字。”吴雄彪告诉记者，上
世纪80年代初，老百姓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民警巡逻执勤有时
也是自行车，好一点的话是加汽油的轻骑助动车。在那个年代，交
警队车辆配备也跟不上，若是能配上一辆摩托车，已是非常奢侈
了。

当时，每个交警管一个区域，马路上要是出点交通事故，老百
姓会奔走相告，也会有人直接给岗亭打电话，告知事故的具体地
点。

不过，由于当时路口还没有违法抓拍设备，如果人跑了，就只
能凭交警的火眼金睛和经验判断。“我刚工作那几年也是没有抓拍
设备，处理交通事故都是凭经验。”潘中跟记者说，民警那会儿就是
通过车子的刹车痕迹，碰撞后掉落的零部件等蛛丝马迹，寻找真
相。

4如今违法抓拍设备遍布
闯红灯、酒驾、逃逸等违法行为无处遁形

可毕竟没有真切看到，只是从一些细小的物件上去找证据，难
免有疏漏。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电子警察设备上岗，无证可采的
年代才过去。

2010年，违法抓拍设备和信号灯真正成了“标配”，实现市区全
覆盖。至此，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被记录在设备里，成了铁证。

2011年，宁波又投入试用首批50套新一代智能高清（视觉）交
通违法抓拍系统，成为全国第一个“吃螃蟹者”。随后不断普及，截
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并接入卡口平台的高清采集设备4700多套，
其中中心城区有1860套，覆盖市区95%以上的路口。

如今，小到实线变道、闯单行线，大到闯红灯、交通逃逸等违法
行为，在如天网般的违法抓拍系统面前，都会无所遁形。

5借力科技
宁波用“智慧”进行交通管理

交通管理的巨变，吴雄彪和潘中看在眼里。
宁波交警从最初七八十人发展至如今的700多人；从自行车巡逻发展到机

动车摩托化巡逻管理；从人工手势指挥疏导发展到电子眼监控科技化管理；从一
部电话通讯发展到对讲机、电脑、电子监控融为一体的现代化交通指挥网络。

说起如今的“智慧交通”，吴雄彪赞不绝口。他说，现在禁行的货车如果要进
城区，没有通行证是绝对逃不掉的；灵桥和江厦桥分单双号通行，头顶上的抓拍
设备对这种违法一个不落；以前手势指挥疏导交通几个小时，胳膊酸得举不起
来，现在有电子眼管理……

事实上，借助科技，“智慧交通”推进的成果不断，以“智慧交警云中心”为核
心，下属“智能高清视频综合信息采集系统”“智能交通信号控制系统”“城市交通
视频监控系统”“道路交通监控卡口系统”“浮动车交通信息采集发布系统”“警力
定位系统”“互联网服务便民系统”以及“交管业务综合信息系统”八大系统，已经
有了给力版本。

比如，2013年4月底，宁波市城区首批14条“绿波带”投入使用，在车流不是
很密集的情况下，驾驶员只要控制好车速，就能一路绿灯。截至目前，市区共有

“绿波带”38条。
再如，为了提高路口通行能力，交警部门还在一些路口、路段进行精细化管

理，如“潮汐车道”和“可变车道”的应用。
可以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单到智能、从一般到规范，宁波的交通管

理走出了一条改革创新和依法管理的道路。
未来，还有多少可能，拭目以待。 记者 陈烨 通讯员 陆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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