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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11月18日讯 大货车
超限超载一旦被查，处理过程常
常让司机很头疼。近日，淄博的
大货车司机李师傅虽然一上路就
被查，却轻松完成了卸货和超限
处理。

“尊敬的李先生，您的车辆
由于超限被抓拍，请您就近选定
卸货场自行卸载转运。”日前，李
师傅驾车在淄博桓台境内G205
路段行驶时，车号等信息出现在
前方LED显示屏上，手机还收到
短信。他点开短信中的链接，看
到淄博市超限卸货场分布图，就
近选中一个后导航前往卸货。

李师傅感慨地说：“过去常有
交通、交警等联合执法人员现场

查车，涉嫌超载的会被带到治超
站等地方检测，确定违章的暂扣
车辆处理，不超的放行，确实耽误
事。没想到现在这么‘高科技’
了，执法也柔性，真是太周到了。”

李师傅口里的“高科技”，指
的是淄博市交通运输部门推出的
治超非现场执法系统和“智慧+”
服务。

淄博建材等企业较多，且路
网发达，运输经济发展快，拥有
营运性货车5.6万余辆，年货运
量近1.7亿吨。在拉动经济发展
的同时，车辆超限超载等违法行
为日益突出，交通事故多发，影
响城乡环境整治。

淄博市交通运输局在注重

源头治理的同时，推出治超非现
场执法系统，在重点路段构建

“互联网+治超”智能化科技执法
体系，实现24小时不停车超载监
控。今年，该局扎实推进交通运
输执法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行动，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活
动落实落细，在全省率先推出

“超限卸货查询平台”这一“智慧
+”服务，驾驶员点开短信链接可
导航至市内所有卸货停车场。

11月15日，桓台县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任程
成向记者讲解了非现场执法系统
的工作原理：大货车经过设于道
路下的动态称重仪时，系统自动
记录牌号、超限额度等信息，传至

远程数据处理中心，并通过显示
屏提示驾驶员，发送短信并链接
至“超限卸货查询平台”。

措施得力，成效显著。非现
场执法系统实现了对车辆违法超
载运输行为24小时不停车监控，
对超限超载违法行为形成有力威
慑，解决了治超执法过程中人员
不足、取证困难、治超安全三大问
题。桓台县6月7日启用非现场
执法系统以来，超限率由以前的
14%下降至1%左右，平均每辆超
载车辆的超载率由13.49%降至
3.78%。临淄区自10月份新增7
处治超非现场执法点位后，平均
每天检测车辆2.2万台次，涉嫌超
限车辆570台次，超限超载率从

16.3%降到2.5%……
山东华翰交通运输有限公司

经理徐国新告诉记者：“该系统的
启用，让运输企业经历了从‘比着
超’到‘不敢超、不想超’的转变，
企业安全管理更加规范，市场更
加有序了。”

“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治超非
现场执法系统布局，全面深化信
息化赋能，推进信用治超工作，切
实提升交通执法水平和服务意
识，使淄博治超不但有力度，还要
有‘温度’。”淄博市交通运输综合
行政执法支队党委书记、支队长
吴峰说。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孙渤海

智慧治超“秒捕”交通违法大货车
淄博治理超限超载有力度更有温度

淄博11月18日讯 高青大
米、纽澜地黑牛、高城冰葡萄、花
沟杏鲍菇、寨子西红柿……11月
15日，淄博美食周活动高青专场
在齐盛宾馆举行，为期一周的活
动展示出了高青近30种特色农
副产品。

高青县独特的地理、气候、
生态优势，孕育了种类多样、品
质上乘的丰富食材。高青黑牛、
清水龙虾、黄河鲤鱼、大米、西红
柿、西瓜、葡萄、莲藕等15件农副
产品入选国家地理标志商标认
证。此次活动高青县从50余种
农副产品中，精选了28个产品参
展，同时精选32个高青特色菜品
进行展示，力争用一周时间，把
高青县最好的美食及食材展现

在参观者面前。
淄博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党

组成员、副局长王明军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介绍，此次活动由淄博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主办，齐盛国
际宾馆承办，活动旨在宣传展示
淄博各地餐饮文化、人文历史和
旅游风光。从11月15日开始，
淄博美食周活动高青专场举行
一周，其他区县根据实际情况不
定期举行。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孙良栋

淄博美食周领略高青美食
专场展出高青近30种特色农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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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沟雪菇

淄博11月18日讯 针对
“互联网+寄递”已成为日益突
出的贩毒形式，根据全国“寄递
渠道禁毒百日攻坚行动”要求，
近日，张店公安分局禁毒大队
民警深入区内韵达、圆通、顺丰
等寄递企业开展集中检查。

检查中，民警实地查看了
寄递企业的流通货物，全面了
解收发货物的流程手续，重点
查验企业证件是否齐全，邮递
物品是否认真登记，邮寄人是
否实名登记，收寄物品是否涉
及违禁物品等，仔细查看企业
基础性工作台账，结合寄递渠
道违法犯罪特点，向从业人员
进行宣传告知，逐一签订责
任书。

同时，民警要求企业严格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认真执行
行业管理规范，坚决落实“三个
100％”规定，严禁寄递违禁
品，为实现“净土齐鲁”贡献
力量。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任灵芝

寄出规范 传递平安
让毒品无法“上路”

夜经济崛起为张店东部老城区注入活力

老体育场变身时尚活力商圈

11月16日上午，淄博市张店
区东一路、商场东街路口人来人
往，热闹一如往日。路口西北方
向，万象汇商业综合体、公寓、住
宅等组成的建筑群巍然耸立。

“我家南边不远的地方，就是淄
博市原来的老体育场所在位置，
十年前要拆的时候我还觉得挺
舍不得的。”在这片建筑群的一
栋住宅楼上，80岁的市民臧磊看
着窗外，把跨越了近半个世纪的
记忆徐徐道来。

1972年，臧磊从山东女排退
役，调来淄博，进入当时的市体
委，开始从事训练管理等工作。

“来之前，有人告诉我淄博
很小，说张店就是‘一条马路一
座楼，一个公园一只猴，一辆汽
车来回走，一个警察看两头’。”
臧磊笑着说。她口中的一条马
路当时叫三马路，也就是现在的
金晶大道。

臧磊初来淄博时，南北长、
东西窄的淄博市体育场已建起，
体育场的进出通道就向西朝着

三马路，周边有体委办公楼、宿
舍楼，还有张店饭店、银行、澡
堂、设计院等单位。体育场当时
稍显破旧，跑道还是炉渣铺的。

“我在业务组，凡是淄博市
组织体育活动、竞赛，都属于我
的业务范围，除了市体校的学生
训练，体育场也举办过很多活
动。我这楼所在的地方原来是
个体育运动学校，体育场附近还
有灯光球场、露天泳池。”臧磊
说，随着淄博市体育运动的发
展，体育场还曾进行过改造，加
大了看台，增加了观众席位，场

地也改成了塑胶跑道。
据资料记载，淄博市体育场

于1965年到1981年分阶段建
设，拥有田径场（含足球场）、400
米跑道和看台，可同时容纳上万
名观众，成为地标性建筑。在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市体育场承办
过省运会、足协杯等体育赛事。

2009年，淄博市体育中心体
育场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并开始
举办赛事，老体育场退出历史舞
台并于几年后拆除。臧磊说，她
于2010年搬去别的地方住，后来
老体育场、她住的宿舍楼等建

筑、设施都拆了。住宅建好后，
她在2015年又住了回来。“我搬
走后住的地方环境也不错，但这
边认识的人多，待的时间也长，
都有感情了，对老体育场也是如
此。”

如今，老体育场所在区域早
已旧貌换新颜，华丽变身为由万
象汇撑起的时尚活力商圈。这
一区域有别于传统百货零售商
场，涵盖购物、娱乐、休闲、餐饮、
时尚、文化等多种业态，兼具“建
筑美”和“业态美”，为淄博商业
市场带来了别具一格的消费风
潮，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近几年，淄博市大力支持发
展夜经济，那里也成为了夜经济
示范街区，在使商圈更加有朝气
有品位的同时，也为东部老城区
注入了更多活力。

对老体育场的不舍，终归被
越来越好的变化所抚慰。来淄
博多年，臧磊把这座城市尤其是
老体育场区域的蜕变看在眼里，
化成心中的美意。她说：“变化
太大了，特别是这一片，生活越
来越方便，想去商场抬脚就进去
了。作为一个淄博人，我感觉很
幸福，也很知足。”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孙渤海

如今，老体育场所在区域已变身为时尚活力商圈。

淄博11月18日讯 为进
一步加强易制毒化学品企业禁
毒宣传教育，促进企业依法诚
信管理经营，近日，淄博市张店
区禁毒办走进易制毒化学品企
业——— 大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开展禁毒宣传进企业活动。

民警通过PPT课件，围绕
常见毒品、新型毒品的类型、危
害、防范措施以及易制毒化学
品流入制毒渠道的制作流程进
行详细讲解。同时结合近年来
国内外禁毒形势及犯罪特征，
围绕身边发生的多起易制毒化
学品典型案例，着重强调了易
制毒化学品管控工作的重要性
和迫切性。

通过此次禁毒宣传进企业
活动，让企业更加充分地认识
到毒品的危害性，增强了禁绝
毒品的信心和决心，树立了“健
康人生、绿色无毒”的理念，为
坚决打好毒品堵源截流攻坚
战，预防易制毒化学品流弊起
到了良好的宣教效果。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任灵芝

管控易制毒化学品
禁毒民警进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