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月21日 星期一
责编/叶飞 王西泽 董富勇

美编/严勇杰 照排/张婧
警营内外 A10

宁波公安捧回
信息化实战应用模型

创新金奖
同时还获得银奖3个
铜奖和优胜奖各1个

近日，从省公安厅传来捷报，
在全省公安机关第二届信息化实
战应用模型创新大赛中，宁波公
安申报的“基于路面通行异常状
况的车辆精准引导模型”项目斩
获金奖，同时还获得银奖3个、铜
奖和优胜奖各1个。另外，市公安
局还被评为优秀组织奖。

去年7月以来，省公安厅为大
力实施“云上公安、智能防控”大
数据战略，不断深化数据警务、智
慧公安建设，营造良好的众智众
创工作氛围，切实提升全省公安
信息化水平，在全省公安机关组
织开展第二届信息化实战应用模
型创新大赛。

市公安局对此高度重视，在
全市公安机关组织开展了信息化
应用模型创新大赛，邀请相关专
家和技术骨干组成评审委员会，
从业务创新性、技术先进性、系统
可行性、推广价值等方面对申报
参赛的61个模型进行集中评审，
最终评选出金奖项目1个、银奖项
目6个、铜奖项目7个，并将获奖
的14个模型报送省公安厅参加全
省比赛。

据市公安局科信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本次模型创新大赛要求
参赛模型全面对接实战，切实提
升模型产品的“新”和实战应用的
“效”。为此，各参赛单位围绕“创
新性、时效性、通用性、规范性”的
标准要求，紧扣各警种部门和基
层一线实战需求，着眼可推广、可
复制，对参赛模型进行反复打磨
优化，确保研发的模型真正能提
升警务效能、提高实战能力、破解
现实难题。

市公安局科信局和交警局江
北大队研发的“基于路面通行异
常状况的车辆精准引导模型”，通
过对道路通行汽车历史数据的分
析，精准发送道路异常信息，通过
短信等方式引导潜在车辆避开此
路段，使驾驶人能提前掌握突发
状况路段及时绕行，减少路面交
通堵塞，提升人民群众道路出行
满意度。

上月底，经过初审、复评和最
终的决赛评比，省公安厅从全省
各地申报参赛的106个项目中评
选出18个获得金银铜奖的模型，
其中我市公安机关获奖5个，名列
全省第一。

哪里修路要临时交通管制，哪里突
然发生交通事故引发路堵……开车的
司机不可能及时掌握这些路况信息，等
车子开到那段路上就为时已晚，不可避
免要排队堵在那里了。

不过，现在对同一路段经常开车经
过的老司机来说，这样的状况可以避免
了。市公安局刚刚捧回金奖的创新项
目——“基于路面通行异常状况的车辆
精准引导模型”，已经在全省推广应用，
交警可以根据模型的大数据分析结果，
点对点地向老司机们精准群发手机短
信，提前提醒老司机绕道通行。

手机短信及时告诉你：
哪里修路，哪里路堵
创新模型精准引导
老司机开车绕行

市公安局科信局高级工程师周秉
江是这一创新模型建设的负责人。据
他介绍，创新模型来自基层交警杜振宁
的灵感和求助。

杜振宁是江北交警大队民警，也是
一个“技术控”，在日常工作中总喜欢搞
些小发明小创造，他研发的“来车预警
系统”就曾获得全省公安机关改革创新
奖。

杜振宁告诉记者，长期以来，辖区
内一旦有大型道路改造、建造项目即将
施工，需要对部分道路实行封道、单行
等交通组织，公安交管部门不外乎通过
电视、广播、报纸以及微博微信等方式
进行告知和宣传，但针对性不强，真正
得到信息的目标群体可能只占很少数
量。而在具体管理中，有时候也会发现
虽然施工前宣传密度大，但等相关交管
措施真正开始实施后，仍然造成区域性
拥堵，广大司机对于交通组织变更并不
是很了解。

“出差或旅游至外地一个城市，当
地的通讯公司往往会向进入该区域的
手机发送一条迎宾短信。”杜振宁说，他
从这样一条短信中得到灵感，“如果将
这一技术应用于施工区域交管提醒上，
应该能够提高告知的针对性。”

不过，杜振宁却发现自己在这方面
缺乏技术支持。为此，他向市公安局科
信局和交警局求助，进而创新推出“专
属短信提示”机制，借助道路视频传输
系统及路段卡口系统，通过交通大数据
的分析、筛选、比对出经常在管控路段
上通行的车辆，随后在道路管制前对这
些车辆车主或驾驶员进行绕道分流短
信发送。

来自基层交警的灵感

杜振宁当时想到的还只是解决临时交通管制造成的交通拥
堵问题，周秉江想到的却是各种异常状况下的交通拥堵问题。

“车辆故障、交通事故、道路维修、雨雪天气等都可能造成
路面堵塞，大部分由于突然性、不可预判性而难以解决。”周秉
江说，他们通过宁波城区车辆卡口数据统计发现，在工作日时
间里，同一路段同一时段内经过的车辆，有一半以上的是重复
通行的老面孔，这位他们建立车辆精准引导模型提供了有效
的数据支撑。

对于因修路等原因导致较长时间无法通车的情况，模型
平台如同杜振宁想出的“专属短信”一样精准发送给走老路的
车主或驾驶人。更厉害的是，模型还能对因交通事故、水管爆
裂等突发事件导致的短时间无法通行或路堵进行精准短信推
送。

周秉江举了个例子：下午4点，某一路段突发交通事故，
预计排除故障恢复通行需要一两个小时。模型就根据最近一
段时间（比如半个月）的交通大数据分析，筛选出该路段通车
时间在下午4点到6点之间频繁出行的车辆。然后，模型平台
就编辑短信“XX路段因XX原因，预计两小时内通行缓慢”，
精准推送给这些车辆的车主或驾驶人，方便他们提前重新规
划出行路线，减少事故路段的交通压力，避免拥堵。

同样，由于高速路口、台风积水等不可预知的原因，造成
高速入口关闭、低洼路段无法通行等情况，模型会发现相关卡
点长时间无通行车辆信息而在云上地图及时提醒预警，然后
筛选出可能有需要的熟路老司机精准进行路况异常信息推
送。待路况恢复正常，再推送路况已恢复信息。

“不仅是对机动车，模型还能向电动自行车车主进行信息
精准推送。”周秉江说，当然，这同样是基于大数据分析，结合
车辆登记信息筛选出车主信息来推送的。

“专属短信”升级到交通拥堵精准引导

近日，甬港北路在维修工程结束后恢复正常通行，住在附
近的市民陈先生就收到交警发来的短信提示，自己每天的出
行路线随即得到相应修正。他感慨地说：“作为一名普通市
民，这一次切身感受到了一条短信给生活带来的便利。”

周秉江告诉记者，他们的创新模型推广应用后，不仅可以
精准地服务群众，还能减轻路面道路通行堵塞程度。模型根
据实际路况和该路段历史累积数据，最快速度地把路况异常
信息推送给可能会通行至此路段的群众，使其有充分的时间
选择更优道路，从而保障道路交通畅通。

另外，点对点精准发送短信，会使得特定区域车流下降
明显，道路通行有序，解放部分警力，从而缓解民警和辅警的
交通疏导压力。 记者 张贻富 通讯员 王岑

成效：疏堵保畅还能解放警力

周秉江（中）和同事对项目进展进行试验。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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