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将投1亿元完善智能交通管理系统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757 161 688 1851 1979 3030 1826 3148 1570 503 794

142 26 110 210 437 546 301 441 179 50 141

2013年渣土车、水泥罐车违法查处数字

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包括“一个
中心”、“两个平台”和“十大系统”。

“一个中心”，即交通指挥中心；“两
个平台”，即交通指挥调度和公众交
通信息服务平台；“十大系统”，为
交通信号控制系统、交通视频监控
系统、交通信息采集系统、交通诱
导 系 统 、车 辆 智 能 监 测 记 录（卡
口）系统、交通违法监测系统、移动
警务系统、GPS 定位系统、交通管理
辅助决策及仿真系统、警务地理信
息系统10个应用系统。

2010年我市智能交通系统建设
正式启动，对道路监控系统进行了
大规模扩建，目前已基本建成。第
一期第一批新增 284 处监控设备，
其中模拟视频 147 处、高清视频 137
处,第二批新增 200 处高清视频;第
二期更新 100 套标清球机，新增 50
处高清球机，系统建设完成后共有
735处监控点。

2013 年 11 月底，在整个智能交
通系统框架的基础上，主要针对三
环快速化，智能交通管理系统随整
体土建、交通工程同步设计、同步建
设。目前已经完成视频监控子系
统、流量采集子系统、诱导子系统、
供配电设备采购及安装、后台硬件
扩容、机房升级改造、网络及传输等
约 3200 万元的系统招投标工作，新
增 184 处监控设备，包含三环高架
桥、省体育中心周边、郑东新区等城
区主次干道，进一步扩大了监控系
统覆盖范围。

下一步，结合郑州市道路建设
情况，在已建成的智能交通系统框
架的基础上，进行陇海快速路智能
交通和郑东新区智能交通建设，主
要包括对“一个中心”、“两个平
台”、“十大系统”的进一步结合和
完善，计划投资约 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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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向志愿者介绍路口车流情况。

提升交通管理水平 建立完善交通体系
——访郑州大学交通与结构工程技术研究所教授王东炜

“交通综合管理的不断提升和
交通科技广泛应用，不仅促进我市
城市交通管理向精细化、规范化、科
学化方向发展，也对规范道路交通
秩序，畅通路面出行起到积极作
用。”郑州大学交通与结构工程技术
研究所教授王东炜表示。

随着我市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
发展，城区机动车保有量迅速增长，

“出行难”、“停车难”等问题日益突
出，影响着市民的出行和生活。王
东炜说，城市交通系统的日益复杂，
决定了依靠经验的交通管理模式不
再适应发展需求，需要不断更新交通
管理手段和方式，建立完善的交通综
合体系，从而实现对交通拥堵的调
控。

“目前，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已经
深入到我市大街小巷。例如：在一
些交叉口看到的各种摄像设备属于
视频监控系统，道路上布设的信息
诱导屏属于信息诱导系统，在主要
路段上看到的摄像设备属于流量采
集系统，而为我们日常出行中所熟

知的红绿灯则属于信号控制系统。”
王东炜表示，智能交通管理系统的
建立使得我市的交通环境得以较大
的改善，对于均衡交通流时空分布、
改善交通安全、提高道路通行效率
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王东炜说，依据国内外城市快
速路的建设和使用经验，若缺少智
能化的交通管理，仅设置一些必要
的交通安全设施，快速路的连续通
行功能将会大大降低。在即将开通
的三环快速路以及周边相关联道路
上，我市均安装了较为完善的智能
监控、交通信息采集、交通诱导、救
援保障等系统设施，通过系统集成
将道路、驾驶员、车辆和管理者有机
结合，对于快速路系统功能的发挥
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畅通郑州仅靠交警部门一家
努力是远远不够的。”王东炜说，
除此之外，这也需要道路交通参
与者的积极配合，严格遵守交通
法规，把文明交通理念融入日常
生活之中。

专家访谈

交警支队民警通过360°摄像头抓拍违章车辆。

离家最近的距离是平安

“面对日益增加的道路交通压力，
作为一名交通警察，如何最大限度地
保障路面畅通，让老百姓回家的路
更 顺 些 、更 快 些 是 我 们 的 工 作 职
责。”谈到我市交通情况，杨华民如
是说。

路通心不堵，路通人快乐。杨华
民说，他最见不得的就是道路通行不
畅，看到车里的司机着急，他更急。

可市区每天上牌的新车就达到
1200 辆，首尾相连能排 6000 米，远远
高出市区道路的新增长度。

怎么办？这位“最烦人”交警又开
始了他的“复读机”模式：无论机动车
还是非机动车和行人，都要从自身做
起，遵守交通规则，摒弃交通陋习，“看
对灯”、“走对路”，各行其道，不要人为
地给道路添堵。

杨华民建议市民，尽量选择绿色
出行方式，路途近的可以选择自行车
或者公交出行，既节省又环保，给自己
一点空间，还绿城一片蓝天。

“如果路途较远必须开车的话，也
希望市民能在出行前规划好出行路
线，避开堵点，在路况熟悉的前提下可
选择单行道出行，就能节省不少时
间。”杨华民说，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
地方，而离家最近的距离就是平安。
他倡导“三不”（不随意变更车道，不
乱停车，不闯红灯），拒绝“三无”（驾

驶无牌车辆、无证驾驶车辆、驾乘摩
托车无头盔）。抵制“三超一疲劳”

（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位看上

去威武精壮的汉子，由于长期超负荷
工作，听力严重下降，还患上了静脉曲
张。可他似乎有一股不竭的“内驱
力”，像一个永不停歇的马达，把他的
三尺交通岗站成街头一道有温度的

“风景”。
这种“内驱力”就是老百姓，杨华

民说，曾有市民给他买来静脉曲张袜
子，也有粉丝从北京买来治疗静脉曲
张的泡腿治疗器送到岗位，还有并不
相识的人给他买来自发热鞋垫、紫外
线杀菌烘鞋器。“俺静脉曲张没好，心
里却满满的温暖。”

有人做过粗略统计：一个高峰时
段，一个交警要打 500 至 1000 个手势
动作，吹哨子 800 次。杨华民说，其实
像他这样长期默默坚守在一线的交
警，还有很多很多……

“只要道路畅通有序，百姓出行快
捷平安，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肯
定。”杨华民说，摒弃交通陋习，文明
平安出行，其 实 每 天 都 是 交 通 安
全 日 。 希 望 我 们把文明交通理念
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从点滴做起，让
文明之风吹拂到城市每一个角落，让文
明理念滋润每一位市民的心田。

交警呼吁

告别开车“炫酷” 绿色出行快乐多

市民故事

作为一名 80 后，王璞早在两年前
就成了“有车一族”，刚有车时王璞到
哪去都想开着自己的爱车，和朋友一
起出去“炫酷”一把，可一段时间后，
他却更多地选择公交、自行车等方式
出行，成为“绿色出行、低碳生活”的践
行者。

究其原因，王璞说，相对公共交通
工具，私家车对环境污染较大。在一
次和朋友无意的交谈中，他得知，看似
大排量的公交车，人均能耗竟然仅仅
是私家车的 1/6。而随着我市机动车
数量的快速增加，汽车尾气的排放量
也在与日俱增，看着高峰时段拥堵的
车辆和出现的雾霾天气，他决定“搁
置”自己的爱车，选择绿色出行。

“现在停车难是一个大问题，由于
停车位有限，开车去了没地方停也很
让人头疼。”王璞说，停车难也是他选
择不开车的重要原因。

“当雾霾降临时，你是否意识到，

自己的车也在排放废气？交通拥堵
时，你是否想到，自己的车也是致堵因
素之一？其实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个市
民都应自觉履行的义务和职责。”王璞
说，他的出行理念就是：短途步行，2公
里骑自行车，5公里坐公交车。这样做
不仅节省了资金、降低了能耗，还减少
了拥堵，何乐而不为呢？

由于上班时都是长时间坐在电脑
前，锻炼的机会很少，王璞还经常利用
周末时间和网友出去骑行。今年 5 月
份，他和 500 余名网友一起畅游生态
廊道，感受自然气息。看着黄色的人
行步道和红色自行车道高低起伏，呼
吸着新鲜空气，王璞直呼：“很快乐！
大家一起，说说笑笑，感受郑州环境变
化，非常惬意。”

“未来的日子里，随着地铁通车和
三环快速化工程主体通车，相信人们
出行越来越便利，加入低碳行动的人
会越来越多。”王璞自信地说。

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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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智能交通管理系统

管好道路交通 让市民出行更顺畅
我市将投1亿元完善智能交通管理系统

城市道路畅通，道路上的车辆就如乐谱上的符号，演绎着和谐乐章。当这些“符号”不在合适的位置时，
拥堵在所难免。道路交通管理，就是“拨乱反正”，让乐曲重新美好、道路恢复畅通。
面对日益增加的交通压力，交巡警部门不断完善交通管理措施，最大限度地保障路面畅通，伴随着市民
文明出行的意识不断增强，我市交通违法现象逐渐减少，交通“梗阻”正在被逐一疏通。2010年，我市
智能交通系统建设正式启动，对道路监控系统进行了大规模扩建，目前已基本建成。
“智能交通管理系统的建立使得我市的交通环境得以较大的改善，对于均衡交通流时空分布、改善
交通安全、提高道路通行效率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郑州大学交通与结构工程技术研究所教授
王东炜如是说。 记者 王娟/文 丁友明/图

交巡警九大队民警夜查渣土车。

志愿者街头协助交警疏导车辆，维持交通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