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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和改进全省农村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  

吉公通字〔2021〕14号  

各市州公安局，长白山公安局，梅河口市公安局：  

   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尤其是“村村通”公路建设和汽

车下乡惠农政策的实施，我省农村地区道路里程、机动车和驾驶人保有量快速

增长，与路况差、车况差、安全意识差、秩序差和管理缺失等“四差一缺失”

问题叠加，加之一些新的交通安全风险点不断涌现，致使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问

题激增，交通事故高发多发，公安交通管理工作面临巨大压力和严峻挑战。为

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农村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广东现场会精神，大力服务全省乡村
振兴战略，有效应对深刻变化的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切实解决农村道路交

通安全管理工作存在的摆位不高、力量不足、职责不清、措施不实、落实不好

等突出问题，全面加强和改进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有效遏制道路

交通事故高发多发势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制定以下意见。  

   一、切实把农村道路交通安全摆上重要日程。建立工作例会制度。省公安

厅党委每半年召开一次会议，市（州）、县（市）公安机关党委每季度召开一

次会议研究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对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形势进行评估，制定

对策、破解难题。建立领导巡查制度。市（州）、县（市）公安机关主要领

导、分管领导要经常深入交警部门督导检查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市（州）

公安机关领导每季度、县（市）公安局领导每月至少深入农村公路巡查一次，

实地解决突出问题。建立亡人交通事故领导干部到场制度。辖区公路发生亡人
交通事故，各级公安机关领导干部根据事故伤亡情况及时到达事故现场，1 人

以上死亡事故，县（市）公安机关分管领导到场；3 人以上死亡事故，县

（市）公安机关主要领导到场；5 人以上死亡事故，市（州）公安机关主要领

导到场；10 人以上死亡事故，省级公安机关主要领导到场，组织指导事故处置
工作。  

   二、大力加强农村交通管理力量建设。科学设置公路交警中队。市

（州）、县（市）公安机关根据路网结构、交通流量变化，合理调整公路交警

中队布局，原则上 2个乡（镇）设置一个中队，每个中队不少于 3名民警、2

辆巡逻警车，按警辅 1：3 的比例在当地乡镇招聘辅警；大力精简机关、充实基



层，推动交警警力由城市向农村延伸，公路交警中队警力达到县（市）公安局

交警大队总警力 40%以上。设立农村派出所交管勤务室。派出所领导兼任交管

勤务室主任，配备 1名民警、2名辅警参与交通管理工作。推进“两站两员”

建设。乡（镇）设立交通安全治理工作站、行政村设立交通安全劝导站，乡

（镇）交通安全治理工作站站长（交通安全员）由分管安全生产的副乡（镇）

长担任，乡（镇）综治和交警中队、派出所、应急、农业、行政执法等人员参

加；行政村设交通安全劝导站，由“一村一警”担任站长（劝导员），村委会

治保主任和交通安全志愿者参加劝导工作。  

   三、严格落实农村道路交通安全责任。省市县三级交安委，负责推动党委

政府加快构建“党政领导、部门协作、社会联动、公众参与”的农村道路交通

安全治理新格局。市（州）、县（市）公安交警支、大队，负责本辖区农村道

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加强对农村派出所交管勤务室和“一村一警”的业务指

导、培训、考核，打通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公路交警中队，负责本辖区

道路交通事故预防、交通疏导、事故处理、应急处置等工作职责，监督指导

“一村一警”“两站两员”开展农村交通管理工作。农村派出所交管勤务室，

协助公路交警中队负责本辖区统计机动车及驾驶人基础信息、排查道路安全隐

患、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等工作职责，维护交通事故现场秩序。“两站两员”，

负责本辖区交通安全劝导、交通安全宣传、基础信息采集、道路隐患排查、快

处快赔代办等工作职责。  

   四、集中治理农村交通安全风险隐患。加强季节性交通安全分析研判。市
（州）、县（市）公安机关每季度至少组织开展一次农村交通安全风险隐患大

调研、大排查、大治理，针对春耕秋收农忙季、节假日返乡季、秸秆烧荒季、

农家乐旅游季等交通安全风险突出时期，精准分析研判交通事故规律特点，采

取有针对性的交通事故预防措施。集中治理农村“四无”车辆隐患。以县

（市）公安机关为主体，利用半年时间对辖区内无牌、无证、无保险、无检验

标识的“四无”车辆开展一次集中排查，清仓见底、建立台账，达到报废标准

的强制报废、符合登记条件的实行落籍管理、不符合登记条件的实行保险编码

管理，实现“四无”车辆淘汰一批、登记一批、过渡一批。排查治理重点车辆

源头隐患。公路交警中队每月对辖区“两客一危”“一校一货”车辆开展一次

隐患“清零”行动，督促无牌无证、逾期未检验、达到强制报废和注销条件、

未审验和未换证的机动车及驾驶人办理相关手续，把逾期未报废、逾期未检验

重点车辆隐患消除在上路之前。  

   五、全面提升穿村过镇国省公路安全防护能力。推动“一灯一带”工程规

范化。近 3 年发生 5起以上伤亡交通事故或死亡人数超过 3 人的国省干线与农

村公路平交路口，一律增设信号灯、减速带和停车让行标志，强化路段降速和
路口警示，规范平交路口通行秩序。推动道路隐患排查动态化。市（州）、县

（市）公安机关会同交通运输部门，每半年至少开展一次穿村过镇国省公路交

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完善交通标志标线和安全基础设施，跟踪评估、联合督

办整改效果；推动当地政府在田间地头修建拖拉机、农用机械专用通行道路，
有效减少拖拉机、农用机械农业作业期间穿行国省公路。推动日常巡逻管控制

度化。公路交警中队实行 24小时勤务运行和值班备勤制度，辖区国省道和县级



公路每日至少巡逻一次；辖区乡道每周至少巡逻一次，及时发现并消除交通安

全隐患。  

   六、持续加大农村交通违法行为整治力度。严厉打击农村突出违法。坚持

路面常态打击和集中统一查缉相结合，县（市）公安机关每月至少组织一次、

公路交警中队每周至少组织一次集中统一行动，派出执法小分队，重点查处无
证驾驶、酒驾醉驾等突出违法行为，深化农村地区货车农用车违法载人、违法

超员“两违”治理，加强运送务农、务工、施工人员车辆安全管理。规范乡镇

静态交通秩序。县（市）公安机关完善乡镇街路标志标线，推行施划停车泊

位；公路交警中队实行乡镇街路每日巡逻执勤制度，加大违停、逆行等交通违

法行为打击力度，把乡镇交通管出秩序、管出规范。清理整顿公路占道行为。

公路交警中队加强农村集镇时间节点的巡逻管控，依法查处“马路市场”“占

道摆摊”“占道晒粮”等行为，最大限度保障国省干线穿行农村路段通行安全

顺畅。  

   七、建立健全农村交通应急管理制度机制。完善应急处置预案。按照道路

交通安全应急联动处置工作要求，以县（市）公安机关为主体，会同气象、交

通、应急等部门建立联动处置机制，健全完善极端恶劣天气、重大交通事故、

危化品运输事故、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等应急处置预案，确保一旦发生紧急

事件能够快速反应、联勤联动、高效处置。建立交通事故快速救援机制。县

（市）公安机关牵头，组织卫健、消防救援、银保监、医疗机构等部门单位建

立快速发现、及时救援、有效救治、妥善救助“四位一体”联动工作机制，切
实解决农村地区交通事故伤员抢救不及时、救治成功率不高、救治费用不到位

等问题，最大限度抢救事故伤者生命。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县（市）公安机关

牵头，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全要素联合应急演练和实战培训，通过实战演练锻

炼队伍，提升能力，发现问题，改进工作。  

   八、深化拓展农村交通管理信息化建设应用。强化缉查布控系统应用。市

（州）、县（市）公安机关将逾期未检验、逾期未报废和近 3年内有超员超

载、非法改装违法记录的农村面包车、校车、货车等重点车辆信息录入缉查布

控系统，在国省干线执法站、乡镇节点、高速公路入口、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

域进行布控，实现“一点报警、全网响应”。推进农村交管信息系统应用。公

路交警中队民警、“一村一警”“两站两员”全部安装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信息系统手机 APP，安装使用率要到达 100%，全面开展农村驾驶人、机动车、

道路、企业等基础信息采集，交通安全劝导活动每日形成工作日志；县（市）

公安机关加强农村交管信息系统应用情况的日常监督管理，实行日监督、周通

报、月研判，实现农村交通动态管理、网上监督、实时预警。加强监控系统建

设应用。市（州）、县（市）公安机关推动在国省干线穿越乡镇及学校路段、
城乡结合部道路以及临水临崖、急弯陡坡等隐患路段安装监控设备，通过视频

巡逻准确掌握道路通行情况、及时发现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采集交通违法信

息，提升农村道路交通管理信息化水平。  

   九、有效扩大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深度广度。打造常态化宣传机制。依托

“村头、地头、墙头、炕头”四个阵地，落实“宣传橱窗建起来、广播喇叭响

起来、警示提示立起来、微信短信发起来、广场活动搞起来、小手大手拉起



来、田间地头劝起来”七大措施，切实加强农村地区驾驶人、外出务工人员、

留守老人儿童、国省公路沿线村屯群众等重点群体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真正让

交通安全融入农村生活。打造文明示范高地。将农村交通安全宣传工作纳入文

明村镇、文明街道创建活动，推进农村交通安全宣传阵地建设，达到有广播、

有宣传栏、有墙体标语，有提示牌、有宣传员“五有”标准；推进“交通安全

文明示范路”宣传阵地建设，在示范路沿线增设安全提示牌、标语、条幅。打

造新媒体网络群。省市县乡分级建立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微信群、农村驾驶

人微信群，广泛宣传交通安全知识、提示交通安全风险、曝光典型违法案

例。  

   十、健全完善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监督评价机制。加大农村交通安全考核权

重。在省公安厅对各市（州）公安机关考评中，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占交管

业务考核比重不低于 40%；各县（市）公安机关要组织开展公路交警中队等级

评定工作，建立与评定结果相挂钩的表彰奖励、职级晋升机制，同等条件下，

优先考虑公路交警中队民警晋职晋级。组织开展平安畅通乡镇评选活动。以省

交安委名义制定平安畅通乡镇评价指标体系和考核办法，每年度开展一次平安

畅通乡镇评选活动，由县级交安委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乡镇自评自检，市（州）

交安委复评，省交安委备案。加强农村交通事故深度调查。深入贯彻落实公安

部道路交通事故深度调查工作要求，结合全省实际，对死亡道路交通事故逐级

启动深度调查。死亡 1 人、2人、3人以上事故，分别由县（市）、市（州）、

省级公安机关交警部门组织开展深度调查，分析查找安全隐患、管理漏洞及薄

弱环节，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对在事故中负有管理责任的单位和个人依
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  

   

   

   

                                   

               吉林省公安厅  

                                   

              2021 年 3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