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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波汽车旅游有限公司的《道路运输经营
许可证》已经于2015年5月22日有效期届满。经日照
市公路运输管理处查实，该公司现已不再具备从事
道路运输经营的许可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许可法》第七十条规定，决定对山东龙波汽车
旅游有限公司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编号：鲁
交运管许可鲁字370011000003号)依法予以注销，该企
业所持有的相关道路运输证件同时作废。

特此公告。
山东省交通运输厅道路运输局

2015年7月7日

关于注销山东龙波汽车旅游有限公司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公告

□ 本报记者 冯 磊

学员超额积压

济南市高新区的王女士打算今年学车，4
月份她来到市区东部一家驾校报了名。因为
该驾校知名度高，学员多，4月份，王女士没
等到体检的机会，到了5月中旬，王女士依然
没有接到通知去体检。驾校工作人员告诉她：
不是不给她安排体检，而是交警的系统拒绝所
有新学员体检。至于何时能恢复新学员体检，
驾校方面答复，“还要再等等看”。

这样的情况在我省多个城市频繁发生。
记者从车管部门了解到，2014年6月1日

起，山东省交警总队实施“出一进一”办

法，即一人考试合格取得驾驶证后，驾校才
可报名考试一人。2015年5月4日起，公安部
交管局又限制初学驾驶人报名。

“现在一辆考试车仅允许6个人报名参加
驾考学习，导致各个驾校之前招收的大量学
员无法参加学习，这是5月份公安部出台的新
政策，目的就是要治理驾校违规超额招
生。”济南市车管所一位工作人员说。

新政策一出，各地驾校超额招生的情况
陆续浮出水面，据统计，截至6月中旬，济南
市科目二、三两科“在培”人数为13 . 7万
人，大约积压8万人左右。青岛市科目一到科
目三，全市共受理学员26万人，其中包括尚
未参加科目一考试的学员。

驾校过少，供求矛盾突出

截至6月9日，济南市共有驾校58家，报
备教练车3938辆，其中C1教练车3685辆，C2
教练车35辆。“根据公安部关于小型车每车6
人受理、预约考试的要求，每月济南市驾培
机构小型车的培训能力大约为22320人。”
济南市车管所工作人员说。

驾校数量过少，是学员积压的根本原
因。“市民想学车，根本没那么多选择，家
家爆满，无论选择哪一家都是积压。”市民
王女士说。

但是在滨州市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现在学车3610，无积压，立即考试立

即上车，45—60天拿证。”滨州市安达驾校
工作人员对记者说。记者了解到，按照滨州
市目前执行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收费标准，
核定最高收费为3910元。但滨州市市区内绝
大多数驾校都有300—400元的学费下浮。

滨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管科一名工作
人员介绍，目前，滨州市机动车驾驶员数量
基数大，已过驾考报名高峰期。据统计，至
2014年底，全市驾驶员数量为978099人，滨
州全市人口才383万，“因此驾驶员以后数量
增加，速度也不不会太快了。”该工作人员
表示。

由于交通部门对每个市的驾校数量进行
综合把控，驾校数量并不能随市场情况进行
增减。“想改变目前的学员积压情况，非常
难，家家都这样。除非政策上放开驾校数量
管控。”济南一名驾校工作人员说。“交通
部门应该只管质量、不管数量，达标就可以
开驾校，培训质量差就退出市场。现在驾校
不够用，还要执行学费最高限价，两边都管
不如两边都放开。”

社会化考场问题多，

自办考场周期长

除去驾校数量问题，考试能力不足也是
驾考拿证难的症结之一。据了解，我省目前
很多地方实施社会化驾考考场，也就是社会
力量办考场，车管民警驻场考试。但是社会
化考场也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

“为了增加自己考场的过关率，参考驾
校与考试场所往往联合在一起，贿赂考官或
者串通考试作弊。”一位车管民警对记者
说。我省不少地方开始逐步控制社会化考场
数量，并由车管所筹建自管驾考场地。

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考试
科科长王俊钢说，科目一考试场6个，市区36
家驾校的科目一考试在市车管所进行，像章
丘、平阴等县(市)驾校科目一考试在当地车
管所。科目二考场11处，科目三考场5处，共
有考试车188辆，考试能力基本与济南市培训
能力相匹配。

据了解，济南市车管所目前正在进行长
清选址，建设科目二考场的工作。章丘科目
三考场即将启用，同时增加10辆考试车，每
天增加200多人次考试。下一步还将在章丘规
划建设小型车科目二考场。

“无论是车管所自办还是社会化考场，
场地建设周期都比较长，从选址、审批、征
地、建设，一年的时间都非常紧张。增加考
场数量还需一个过程。”济南市车管所一位
工作人员说。

□ 本报记者 冯 磊

权力暴晒防“后门”

闫新军，东营市公安局车管所所长，每
天和前来选号的车主、驾考的人打交道，有
不少困惑和烦恼。他说：“由于受利益驱
使，驾考黑幕屡禁不绝，几乎成了产业链
条。特别是有些关系找到领导，领导办一
个，下面的人就敢办一个，甚至更多，这样
恶性循环，不仅败坏了内部风气，队伍不好
带，管不了，而且损害了车管民警在人民群
众中的形象。”

东营市公安局党委委员、交警支队支队
长周海林告诉记者，过去他们一边打击徇私
舞弊，一边处理着来自方方面面的关系，几
乎占据了领导层很大精力，老百姓不满意，
关系方处理不好不满意，弄得两头“不是
人”。

解决之道就是权力暴晒。“驾校测评公
示、考试网上预约、驾考电子化，让老百姓
都能看得到、看得懂。”东营市公安局局长
朱晨曦说：“驾考的全过程都公布出来，就

是要把手中的权力‘晒’出来，还权于民，
阳光操作，让人情考、关系考无处容身。”

在改革实施之初，有人曾产生过这样的
怀疑，相关民警的权力没有了，热岗变成冷
岗，是不是会影响服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手里没了权力，其实是对民警的最好保
护，不用再处理复杂的社会关系，也远离了
可能的职务犯罪。”分管车管的交警支队副
支队长刘卫忠告诉记者：“我们对民警的监
考、服务实施末位淘汰，群众测评结果每季
度公示一次，对连续两次季度公示处于末位
的民警，调离车管岗位；对一次处于末位
的，当年不得提升，取消评功奖励资格。”

网上约考防“专权”

据东营交警内部知情人士透露，过去是
驾校和教练员给学员预约考试，个别教练员
“独断专权”，拿着预约考试谋取利益，预
约考试花钱成了正常的规矩。

为确保考试资源公平公正地分配给广大
考生，自2014年10月1日起，驾驶人考试网上
自主预约系统正式启用，驾驶人考试预约名
额全部投入互联网预约平台，考生可根据自

身需求在互联网上自主预约全部科目考试。
按照约考一人一密码的原则，发给考生本
人，考生完成培训学时后，在网上车管所进
行注册，提前三天登录该系统便可自主预约
考试，系统将验证码反馈至考生本人，确定
预约信息，考生便可根据预约信息提示时
间、地点参加考试，真正实现了公平公正的
阳光约考。

东营市公安局车管所考试科科长谭海鹏
表示，网上阳光约考半年多来，已有33567人
成功进行预约，这个过程不需要驾校、教练
把关，驾校、教练已经无权决定考生是否可
以参加考试。

截至目前。驾考积压人数由过去30000余
人，达到了现在的不足5000人。

电子评判防舞弊

东营市公安局车管所副所长曹延习介绍
说，过去全市11个考场，分散在22个驾校，
那个驾校的学员考试都是在本驾校考场考
试，用驾校的考场，用驾校的考试车，用驾
校的协助考试人员，考试工作基本上是受制
于人。当时的考官是绝对权力，让谁过谁都

能过，驾考没有严肃性，贿赂考官的问题时
有发生，真正“受益”的是驾校和教练员。

后来虽进行了改革，由原来的11个考场
压缩到4个考场，并规定本驾校学员不得在本
驾校考场考试，再后来压缩到2个考场。这些
改革举措虽然对驾考“宽进严出”的要求发
挥了一定作用，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情
考、关系考，受制于驾校、教练员的问题。

2013年底，一项占地1200亩，投资1 . 5亿
元的驾驶人考试中心项目获得市政府常务会
议审批。

2014年9月东营市驾驶人考试中心正式启
用，成为山东省第一家完全不用社会考场，
完全不受驾校制约，且考试科目最全，考试
能力最强，科技化程度最高的考试中心。科
目一考试，152个考台，每天可供1000人考
试，承考能力提高了5倍；科目二、三考试，
建设8个考场，每个考场2条电子评判线，每
个考场可同时容纳4—6辆考试车考试，每天
考试能力800—1000人，较之前提高了近5
倍，考试过关后立等便可拿到驾驶证。所有
考试全部实现电子评判，在公平公正的阳光
监督下进行，彻底打破了人情考、关系考的
问题。

“出一进一”的相关规定，公安部交管局限制初学驾驶人报名，加上驾校数量不足

学员又积压！驾考亟待深度改革
◆自6月中旬起，本报记者

陆续接到济南、青岛、潍坊等
地市民热线，投诉部分驾校已
报名学员不能参加体检、超长
等待，甚至有些驾校干脆停止
招生等问题。近日，记者走访
了我省多地驾校，了解考证难
问题。

驾校测评公示、考试网上预约、驾考电子化……把权力“晒”出来，让人情考、关系考无处容身

权力暴晒，解决驾考难的东营之道

□冯希军 报道
本报青岛讯 上半年，黄岛交警共查处

酒后驾驶1139起，其中97人构成危险驾驶
罪，已被移送检察机关。数据显示，二轮、
三轮摩托车仍然是酒驾的“大户”，酒驾违
法行为主要集中在下午和晚上。

“很多酒后驾驶的司机都有侥幸心理，
‘酒司机’天天查天天有，平均每天能查到
六七个。”一名一线执勤交警说，他们查处
的“酒司机”中还有近一半有逃跑行为。

针对一些和交警部门严查“躲猫猫”的
手段，交警部门也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
例如不定点、不定时根据路况安排执勤岗，
虚实岗点设置相结合等等。当那些“做贼心
虚”的司机妄图掉头或者弃车逃跑时，埋伏
在附近隐蔽处的执勤人员就会立即出现。

据统计，酒后驾驶主要集中在下午2：00
至4:00、晚上9:00至11:00两个时段，其中中午
喝酒后开车被查处的数量约占总数的60%，下
午3:30以后、晚上9:30以后查处的酒司机频率

较高，“醉司机”也大多在此时段出现。
从查处的地点来看，国省道人员密集

区、城乡结合部查处的人数较多，约占总量
的80%。二、三轮摩托车仍然是酒驾的“大
户”，占查处酒驾总量的七成多。

事故处理民警表示，摩托车安全性极
差，俗称骑摩托车为“肉包铁”，平常骑摩
托车就应加倍小心，酒后驾驶摩托车更危
险，造成的死亡率和致残率也是最高的，酒
后不骑摩托车更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黄岛上半年查处酒驾1139起

7月2日，在禹城市房寺镇善集社区天驰幼儿园，禹城市交警大队民警教幼儿园孩子认识交通标识。
民警结合典型交通事故案例讲解闯红灯、随意穿行公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险所在，暑期外出途中应当掌握的交通安全全注意事项，

让孩子们大受裨益。

6月28日，莱芜交警一大队方下中队民警深入辖
区方下中心幼儿园，同小朋友们一起互动唱起交通
安全儿歌。

□孔翠玲 黄欣欣 报道
本报邹城讯 为有效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的发

生，近日，邹城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强化夏季强降雨
天气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确保辖区道路交通安全
畅通。

大队要求民警严格落实《恶劣天气道路交通应
急工作预案》，主动加强与气象部门的联系沟通，
及时掌握本地特别是事故预防重点区域和重点道路
的降雨等气象信息。要求各科室中队要加强值班备
勤，保证24小时有人值班，将警力充实调整到一
线，提高路面见警率和管事率，遇有大到暴雨影响
道路交通的情况，做到快速反应、快速出警、快速
处置；重点加大事故多发路段的夜间管控力度，督
促驾驶人减速慢行。

此外，民警还深入辖区客运、货运企业宣传道
路交通法规、交通安全知识，不断提高群众的交通
安全意识，增强群众遵守交通法律法规的自觉性，
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近日，高青交警大队组织全体党员重温
入党誓词，激励大家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更好地服务群众，共建良好
的道路交通环境。

□刘 洋 报道
本报博兴讯 为进一步加快推进“黄标车”治

理淘汰工作，近日，博兴交警大队多措并举规范
“黄标车”业务办理。

大队实行分包责任制，将已经达到强制报废标
准的黄标车逐一落实至个人，开设灭失手续集中办
理绿色通道，采取以车找人、以人找车等方式，逐
一电话通知车辆所属单位或个人到中队办理车辆注
销手续；对不方便到中队办理业务的，由民警携带
相关手续资料上门服务；对取得电话联系但仍未办
理的车主进行再次走访，讲解清理规范黄标车相关
政策，引导其尽快办理；对挂靠在已经注销企业名
下的老旧车，大队及时与工商局沟通，抽调民警进
驻办公，配合工商人员统一开具注销企业证明，最
大限度地提高黄标车淘汰率。

7月2日，沾化交警大队组织全县120名重
点车辆驾驶员到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地参观
学习。

为充分发挥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地在交
通安全宣传教育中的作用，大队每月定期组
织全县客货运、校车、出租车驾驶员、驾校
学员以及中小学生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培
训活动。据统计，自基地建成以来，大队共
组织开展教育培训活动229场次，接待群众、
学生、专业驾驶人、驾校学员等共计2万余人
次，收到了良好的警示教育效果。

□马勤贤 报道

□通讯员 吴科颖 报道

□张云梓 报道

交警培训120名

重点车辆驾驶员

安全儿歌

□张泽文 报道

博兴开设“黄标车”灭失

办理绿色通道

莘县排查

交通信号和监控设备
□冯永华 报道
本报莘县讯 为进一步完善道路交通信号设

置，规范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管理，6月以来，莘县交
警大队开展了交通信号和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大排
查”行动，积极构筑公路生命防护工程。

他们先后对全县34处信号灯、66面交通标识
牌、6万平方米城区道路标线、23处道路交通监控系
统进行了认真排查，并进行了统一的维护、升级、
改造。

做好恶劣天气交通安全管理

邹城将警力调整到一线

周村交警推出“温馨执法”举措

所有违停车辆“贴条”前
先电话告知

□孙梓涵 报道
本报淄博讯 出门停车一会儿功夫就被“贴

条”，不少车主怨声载道，可是不管理违停车辆，
影响道路通行，市民也会不满。为了解决这个困扰
市民和公安交警部门的难题，近日，淄博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周村大队在全市率先推出“温馨执法”举
措，全区所有违停车辆，交警部门都会在第一时间
给车主打电话，电话无法接通或无人接听将会发送
告知短信，车主5分钟之内不开走交警才会“贴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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