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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镇办村居为阵地
联合专班扎根基层筑牢防线

作为一名侦破过200多起死
亡交通肇事逃逸事故的老民警，
临淄交警大队事故处理科民警
杨磊，在10月30日这天，又有了
新身份——— 临淄区雪宫街道交
通安全源头治理专班成员。

在这个当天成立的专班中，
和他搭班的有：雪宫街道党工委
委员、综治办主任姜鹏翔，综治
办副主任刘振学，临淄交警大队
办公室主任伊兵，一中队中队长
郑志远。

专班5名人员构成，分别对
应着：街道办事处分管交通安全
的领导、交通安全管理员，交警
大队的机关民警、辖区交警中队
负责人、事故处理科民警。

联合工作专班，是临淄区日
前启动推行的“一镇（办）一专
班、一村（居）一协管”交通安全
源头治理工作模式的核心要件。
这项创新工作，由临淄区道路交
通安全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
组织实施、临淄交警大队负责具
体执行。

专班成立会议上，杨磊坦
言，作为专门处理交通事故的交
警，他并不想简单普及“红灯停、
绿灯行”的道路交通知识，而更
愿意从他参与处理的无数交通
事故，尤其是死亡事故中，好好
讲讲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只有知道事故怎么发生，
才能知道事故该怎么去预防。”
杨磊从发生事故的时间点段、车
辆和道路类型、各种诱因等多方
面，结合7个血淋淋的鲜活案例，
着眼雪宫街道辖区道路实际，与
大家深入探讨了事故的特点和
规律。

交警大队事故处理科民警
下沉到乡镇，有组织地统一集中
向镇办、村居的交通安全管理员
和协管员“面授机宜”，这种情况
此前鲜有发生。

由此可见，这个专班虽着眼
于基层交通安全源头治理，但更
多的是剑指交通事故的预防和
减少。还有一个细节也可佐
证——— 在当天的会议上，议程众
多，但这堂交通安全课成了
压轴。

这种会议安排，也契合了临
淄区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委
员会办公室推行这项工作的初
衷：提高全民交通安全意识，增

强自我防范能力，最大限度预防
和减少交通事故，争创“个人零
违法、家庭零事故、村居零酒驾”
的“三零”标杆。

实际上，雪宫街道并非临淄
区内首个成立专班的镇办。几
天前的10月27日，临淄交警主动
对接，选派精干警力，在齐都镇
率先布局成立。其后，朱台、敬
仲、皇城、凤凰等镇相继落地，到
雪宫已是第8个，而且将很快覆
盖区内全部7个乡镇、5个街道。

深化创新“两站两员”
用“七个一”有效延伸管理触角

临淄交警大队副大队长孙
琦介绍说，“一镇（办）一专班、一
村（居）一协管”交通安全源头治
理工作新模式，旨在对标交通事
故易发、易受伤害群体，将警力
下沉到各镇办，与镇办共同组成
工作专班，专门负责镇办的交通
安全管理和督导工作，具体帮
助、指导、检查每个村居固定的
一名交通安全协管员，开展常态
化、多形式、宽角度的宣传教育
工作。

事实上，在夯实基层交通安
全源头治理中，有“两站两员”的
制度经验可循。

所谓“两站”是指之前在镇
办布局的交通管理服务站和村
居的交通安全服务室（站）；“两
员”是指镇办的交通安全管理员
和村居的交通安全协管员。

“一镇（办）一专班、一村
（居）一协管”将管理触角更深入
地拓展延伸到了镇办和村居，是
在“两站两员”基础上的深化和
创新，是问题不回避、矛盾不上
交的“枫桥式管理”的具体落地
和有益探索。

对比来看，“两站两员”中，
交通管理服务站由镇办分管领
导担任站长，交警中队长担任副
站长，镇办的人员担任管理员，
合计3人组成。换句话说，交警
在临淄区12个镇办基层管理服
务站中，36人的名额中只有7人，
占比较低。在现在的专班中，各
镇办专班共60人，交警占36人，
占比明显提高。

这说明什么？说明临淄的
交警部门在警力已十分紧张的
情况下，善于牵住公安交管工作
中事故预防这个“牛鼻子”，抽调
机关民警和事故处理民警，主动
下沉警力，主动担当作为，去夯

实公安交通管理工作的基层基
础。要知道，“基础不牢，地动山
摇”，尤其在公安工作中。

之所以说新的模式是对“两
站两员”的深化和创新，除了在
于加强了交警在基层镇办、村居
交通管理工作中的主导力量，让
专业的人去干专业的事，让专业
的人引领着、指导着、督促着去
干好确保交通安全的事，还在于
临淄交警没有受限于“两站两
员”的既有模式，而是打破“一刀
切”，以问题为导向，结合辖区实
际因地制宜，改变了以往过于注
重“两站两员”的框架结构和人
员配备，而在现实工作中没有实
际抓手、宣讲乏力而没有“干货”
的被动局面。

而这种改变，是靠专班严格
落实“七个一”来实现的：召开一
次专班会、建立一个微信群、播
放一部警示片、组织一堂安全
课、走访一个家庭户、填写一本
记录册、消除一批隐患点。

工作中，交警、镇分管领导、
镇管理员、村协管员实现了直接
对接沟通。专班可以直接对接
辖区各村，各村也能找到镇上和
交警。不仅拉近了警民关系，更
极大降低了沟通成本，实现了交
通安全信息的快速传递，而大大
有利于从基层中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

抖音微信发起来、楼宇住户
走起来、宣传橱窗展起来、“两站
两员”用起来、游走字幕动起来、
各类微信群转起来……镇办在
工作中，有了警力的固化和推
动，监管最薄弱的镇村级交通管
理实现了由末端管理向前端治
理的延伸；村协管员在工作中，
有了“规定动作+自选动作”的结
合，有了信息资源共享，交通安
全“大喇叭”又喊出了老百姓喜
闻乐见、接地气的新内容。

从单打独斗到齐抓共管
久久为功做好交通管理

新的模式下，效果已经开始
显现。

10月31日，临淄区凤凰镇侯
家屯村的交通安全协管员段海
涛，见到主动上门的镇专班工作
人员时有些诧异，没想到他在微
信群里反映的一个小隐患，这么
快就有了回应。

10月27日上午，段海涛作
为侯家屯村的交通安全协管

员，参加了凤凰镇工作专班成
立会议，并在现场加入了专班
协管微信群。10月29日傍晚，
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在群里
发了一段关于“侯家屯至段家
庄路段存在安全隐患”的文字。
很快，群里专班人员回复：“我
们汇总一下情况，下周联系你
现场调研会商，拿出可行措施，
消除安全隐患……”

10月31日下午，凤凰镇专班
人员来到侯家屯村找到了段海
涛了解情况，一起现场查看隐患
路段情况，与村民深度沟通，并
制定了初步解决思路和方向。

“没想到这个小小的微信
群，还真能办实事！”段海涛对此
深有感触。

就像不能把孩子单纯交给
学校老师来教育一样，不能单纯
把交通安全丢给交警一家来抓。
道路交通安全事关千家万户，交
通安全从来不是交警一家的事
情，需要的是全社会各部门共同
参与，共建共享，协同共治。

从过去的单打独斗到理想
中的齐抓共管，需要一个转变的
过程，考验着交警部门道路交通
管理的智慧，更要具有一颗驰而
不息久久为功的恒心。欣喜地
看到，在我们身边，这样的转变
正悄然发生。

以去年的“零酒驾”单位（村
居）创建活动为例，临淄交警大队
积极向上争取当地党委政府支
持，广泛宣传发动，拿出切实可行
的施行办法，将活动开展得风生
水起。一时间，“零酒驾”创建成
为临淄区各部门领导的“挂心
事”、纪检组织部门的“过问事”、
街坊邻里的“嘴边事”，形成了浓
厚的“零酒驾”文明创建氛围。

再比如，临淄交警大队推
出的对重点企业服务的“一企
一警”措施，回应社会关切对重
点路段落实的“一路一策”举
措，疫情防控期间推出的“暖企
爱民精准服务包”，发动全社会
参与的征集交通管理“金点子”
活动等，都可以品出临淄交警
由内而外对待交管工作的一种
务实创新之风。期待“一镇
（办）一专班、一村（居）一协管”
能在激活交通管理“末梢神
经”，夯实源头安全协同共治工
作中结出累累硕果。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贾亮 通讯员 白继农
刘洪东

临淄创新推行“一镇（办）一专班、一村（居）一协管”交通安全源头治理模式

激活“末梢神经”源头治理齐抓共管

农村道路具有点
多、线长、面广的特
点，管理难度较大。
为夯实基层基础，进
一步发挥镇办、村居

“两站两员”的力量，
群防群治，群策群力，
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
察支队临淄大队日前
创新推行“一镇（办）
一专班、一村（居）一
协管”交通安全源头
治理工作模式，织密
管理网络，在临淄区
12个镇办成立联合工
作专班，发挥476名村
居交通协管员作用，
激活了农村交通管理
的“末梢神经”，传导
出交通安全源头治理
的共治价值。

临淄交警大队事故处理科民警杨磊给村居交通协管员讲解交通事故预防。凤凰镇联合工作专班到侯家屯村现场调研隐患路段。

凤凰镇交通协
管员通过微信群反
映道路安全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