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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会交通安保机制的调研

　　摘　要　2023 年 9 月 23 日至 10 月 8 日，举世瞩目的杭州第 19 届亚运会在杭州圆满举行。

杭州公安交警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杭州举办一届精彩纷呈的亚运会”的千钧重托，

坚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智能、无感、动态、和谐”的安保要求、“安全、准时、

便捷、绿色、温馨”的赛时交通服务，以“一核两侧”（核心交通警卫、赛事侧、城市侧）为中

心，实践形成“交通流线组织、交通流量管控、交通安保融合、车辆准点管理、调度指挥一体、

数智安全防控、‘四有’队伍保障”等重大活动交通安保七个工作机制，圆满完成杭州亚运会交

通安保工作，确保了“五个实现”。

　　关键词　杭州亚运会  赛事交通  交通流线  交通流量  准点管理

2023 年 9 月 23 日至 10 月 8 日，举世

瞩目的杭州第 19 届亚运会在杭州圆满举

行。45 个国家和地区的 1.24 万余名运动员

参赛，300 余名中外政要出席开幕式，观众

总人数达到 300 余万人。杭州亚运会创下了

“三个之最”，系亚运史上规模最大、项目

最多、覆盖面最广。杭州公安交警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杭州举办一届精彩纷

呈的亚运会”的千钧重托，坚持“简约、安

全、精彩”的办赛理念、“智能、无感、动

态、和谐”的安保要求、“安全、准时、便

捷、绿色、温馨”的赛时交通服务，在公安

部交管局和省公安厅的多轮精心指导下，在

市公安局亚运安保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和

交通指挥中心的带领下，以“一核两侧”为

中心，出动交通安保警力 10.4 万人次，出

色完成杭州亚运会交通安保工作。实现了要

人警卫绝对安全、万无一失。达到了政治效

果、社会效果、舆论效果相统一。实现了开

闭幕式交通集散高效顺畅。圆满完成了开幕

式、闭幕式 10 类客户群、7.3 万人、119 批

次 1237 辆大巴车进场 3 小时、散场 40 分钟

“丝滑”集散。实现了赛事交通安全准点“零

延误”。619 场赛事 38169 班次赛事车辆准

点率 100%，赛事车辆、人员交通事故“零

发生”。实现了赛事交通与城市交通和谐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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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稳妥实施“三圈三线两车型”（三圈为

杭州市域、绕城圈、西湖景区，三线为 G25

长深高速、G92 杭州湾环线高速、S2 沪杭

高速 3 条高速公路段，两车型为小客车、货

车）交通管理和服务保障，中秋国庆长假大

人流车流条件下未发生大面积、长时间交通

拥堵，城市交通运行好于日常，高峰延误指

数下降至 1.42（日常高峰 1.68），兑现了“不

停工、不停产、民生保障不受影响”的承诺。

实现了道路交通安全“五个确保”目标。杭

州市辖内未发生较大以上交通事故、危化品

车辆交通事故、涉亚敏感案事件、涉警负面

舆情以及内部安全事故，交通事故警情同比

下降 24.4%，事故亡人数下降 34.7%。

亚运会的圆满顺利、精彩纷呈，公安系

统承担的安保和道路交通畅通等保障任务，

保障了道路交通车畅人欢。杭州亚运会人性

化设置导航系统保障通行，创新设置 142 公

里亚运数字专用车道，实现“专道专用、社

会借用”智能统筹。创新优化集散模式，制

定“三圈九点”交通组织措施和“六分”集

散策略，集结 10 类客群，强化 32 个集结站

点管理，实现了“分点集结、分批进场”；

科学设计 9 批次散场时序，实现“分区控制、

分时离场”，7 万余人“3 小时内进场、40

分钟散场完毕”。杭州亚运会交通安保总体

上可归纳为七个工作机制 ：

一、交通流线组织工作机制

交通流线组织是保证亚运赛事、专项活

动顺利进行的基础性工作。基于交通工程技

术，按照“衔接、集约、分离”的原则，构

建场馆分区流线、赛事通勤流线、勤务共用

流线于一体的交通流线组织设计工作机制。

（一）场馆分区流线

杭州赛区 62 个场馆共举办 619 场比赛，

观众有万人以上 45 场，其中 3 万人以上 21

场。制定《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竞赛（训

练）场馆交通安保工作方案》，细化 62 个场

馆“一馆一方案”，从管理架构、圈层管控、

交通流线、停车组织、等级响应、公共交通

等方面进行交通组织管理。一是管理架构。

建立“一馆一长一主管”管理架构，每个场

馆（群）由 1 名属地交警大队干部负责，1

名骨干民警担任交通安全主管，接受属地交

警大队和场馆安保团队双重领导，负责场馆

内交通管理和交通主任、安保、竞赛等团队

协调工作。二是设置“三区”管控。划设交

通安保封闭区、控制区、分流区，控制区严

格控制占用城市道路 ；封闭线出入口按照大

车 5 分钟、小车 3 分钟安检速度，预留不少

于 30 米的安检缓冲区。三是设定馆内流线。

按照“人车分离、避免交织”的原则，实施

单向循环，规划上下车点，设置区位功能布

局图、总体交通组织图和机动车、观众停车

场流线标志以及场馆周边道路指路标志。四

是规划停车组织。设计分配 P1-P10 泊位，

保障 T1、T2、T3、TA、TM、TF 等停车需

求 ；涉及场馆的亚运机动车通行证与泊位总

数不超过 1.8:1，临时通行证不超过泊位总

数 10% ；按照“应用尽用”的原则，开放

17 个场馆封闭区内的地下场库 ；按照观众

人数 10% 的比例，设置场馆周边停车位 4.6

万个 ；在管制区实施巡游出租车、网络预约

车“绿点指引 + 电子围栏”上下客点管理。

五是实行等级管理。结合治安风险等级以及

赛事热度、观众数量、明星运动员、重要贵

宾、城市交通等因素，对每一场比赛实行“一

赛一评估”，评定一般、热点、高热 3 个等

级，实施相应的指挥调度、警力勤务和管控

措施。六是公共交通接驳。对场馆周边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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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超过 1 公里的，设置公交接驳专线，观众

“地铁 + 公交”出行比例达 92.5%，3 万人

以上 21 场赛事均在 30 分钟内散场完毕，恢

复交通。

（二）赛事通勤流线

赛事通勤路线是亚运交通的主动脉。一

是设计通勤路线。按照“交通影响小、基础

条件好、城市景观美、通勤距离近、路线集

约化”的原则，规划 131 条共 370 公里亚运

通勤道路，占建成区城市道路和高速公路总

里程的 11.6%，设计东西北 3 条共线，通

过共线、支线编排组合，满足各类客户群抵

离和往返亚运村、场馆、主媒体中心、大家

庭酒店等赛事出行需求，不支持场馆与场

馆、媒体酒店与场馆间的通勤路线保障。二

是提升通勤道路品质。排查治理出入口、斑

马线、视距、照明、防撞防坠落、横穿防

护、交通设施、路面积水等隐患。开展“迎

亚运、展形象”道路交通设施提升行动，对

通勤道路 5065 块指路标志改造提升，对交

通标线热熔漆画提升。在通勤道路的转向路

口、快速路上下匝道、隧道进口及分流点等

设置场馆、亚运村指路标志 422 块。三是提

升通勤路线流速。依托数智绿波在线平台，

建成 99 条 149 公里赛事通勤绿波带，保障

赛事车辆少停少等 ；对通勤路线上的 E、F

级路口、大人流路段斑马线、左进左出基

地出入口、占道式公交车站等 70 个堵点进

行“一点一方案”治理 ；协同公交部门，优

化公交停靠站台 8 处、调整运行线路 43 条，

避免列车化公交与赛事车辆交织干扰。四是

定制亚运版导航。融入通勤路线、绿波带速

度、信控方案、场馆出入口、基地出入口干

扰、共线支线分离点、交通安全提醒等要素，

确保赛事车辆开对路、进对门、停对点。五

是设置亚运数字专用车道。针对通勤路线上

的易堵路段和赛事车辆的高密度运行，创新

设置 24 条 142 公里亚运数字专用车道，依

托杭州“城市大脑”对道路速度的实时感知

能力，研发亚运数字专用车道控制系统和通

勤道路速度管理系统，设置“本时段亚运专

用”“本时段社会车辆允许借用”两种模式，

即当道路速度低于 25km/h 且 10 分钟内将

有赛事车辆通行或高于 25km/h 且 10 分钟

内将有 15 辆以上赛事车辆通行时启用“本

时段亚运专用”，其它情形均启用“本时段

社会车辆允许借用”。赛事期间，启用“本

时段亚运专用”模式 1622 次，社会车辆使

用率高达 98.8%，最大限度降低设置专用

道对社会交通的影响。亚运通勤路线常态均

速达 41km/h，高出主干道均速 40.9%。

（三）勤务共用流线

按照专项任务相关情况，一是设置西湖

景区 C 圈、快速路为主的勤务共线，减少

多批次任务流线冲突的可能性 ；二是勤务共

线与通勤流线分离，避免因专项任务管控造

成赛事车辆的延误 ；三是勤务共用流线和赛

事通勤流线、场馆分区流线按照“矛盾分散、

冲突分离”设置，为社会交通绕行腾出空间。

二、交通流量管控工作机制

交通流量管控是均衡赛事交通和社会

交通的技术性工作。交通流线需要有适宜的

交通量和在途量、净化的车型，才能让赛事

交通和社会交通车畅人欢、无感丝滑。

（一）流量管控研究

杭州赛区 82.5% 的场馆主要通勤路线

在绕城公路范围内，绕城公路内日交通量

高达 244.6 万辆，最高在途量达 42.5 万

辆，高架道路最高在途量达 12.1 万辆，高

峰延误指数 1.69，常态交通处于较拥堵状



·81·

亚运会交通安保机制的调研

态。特别是今年“五一”长假日交通量高达

264.1 万辆，最高在途量达 45.4 万辆，高

架道路在途量达 14.2 万辆，高峰延误指数

1.89 ；涉及赛事的 G25 长深高速、G92 杭

州湾环线高速、S2 沪杭高速断面日均流量

分别达 13.42 万辆、17.45 万辆、6.56 万

辆。杭州亚运会正值长达 8 天的中秋国庆假

期，大人流大车流如果不实施流量管控，赛

事交通和社会交通无法和谐运转。一是流量

管控策略。依托杭州“城市大脑”，运用大

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对道路交通

流量变化和运行状态进行动态研判、预测分

析，会同第三方专业研究机构，形成《杭州

第 19 届亚运会期间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研究

报告》。评估赛事交通、假日交通、旅游交

通交织影响，进行交通流量管控设计，调控

交通出行总量，研判绕城公路范围内（主城

区）若削减 38% 的交通量，能均衡赛事交

通和社会交通的和谐运转。二是流量管控政

策。在部省指导、省市协同、专家论证的基

础上，按照“削总量、控车型、保安畅、护

民生”的工作思路，以“最小影响、必要精准”

为原则，研究制定了“三圈三线两车型”的

流量管控政策。在措施上，采取浙 A 小客

车单双号通行、非浙 A 小客车禁行、非浙

A货车及浙A黄牌货车禁行、危化品车禁行；

在时间上，9 月 16 日至 10 月 9 日期间根据

车型和区域，分时分段采取限行措施，并预

留通行时间窗口。

（二）依法审查发布

一是发布流程。按照政府规范性文件的

发布流程，组织开展专家评审、部门意见征

求、社会公众意见征求、风险评估。二是发

布主体。依据《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省和设区的市人民

政府为保障亚运会、亚残运会筹备和举办工

作规定临时性行政措施的决定》授权，于 9

月 8 日，由杭州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加强

亚运会、亚残会期间综合管理和服务保障的

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并同步召开新

闻发布会。三是配套通告。《决定》发布以后，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结合多次演练的时机，考

虑社会接受度，把握时间节奏，相继发布演

练、亚运数字专用道、开幕式、火炬传递、

场馆、闭幕式等 12 个临时交通管理措施通

告。四是落地实施。市委、市政府成立多个

专班，职能部门各负其责。

（三）预留救济服务

按照“有禁必有通、有限必有疏”的

原则，推出交通出行“急事通”、货运保供

“白名单”等救济服务措施，人性化提供亚

运赛时期间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的民生举措。

一是交通出行“急事通”。9 月 16 日上线交

通出行“急事通”，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实施

期间，因就医等特殊情况，确需进入杭州市

区限行区域的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在限行

期间可申领 2 次“急事通”。驾驶非浙 A 号

牌车辆入杭观看亚运赛事的观众，可凭门票

申领“急事通”。亚运期间，“急事通”申请

243 万次，其中就医等特殊情况申请 234.7

万次，观赛申请 8.3 万次，为 164.2 万浙 A

号牌车辆和 78.8 万辆非浙 A 号牌车辆应急

和观赛出行提供了便利。二是货运保供“白

名单”。因保障城市生产生活、重大项目、

重要工地建设、特殊行业等特殊情况确需进

入限行区域道路行驶的受限货车，经区、县

（市）保供工作专班对应主管部门或市级保

供专班对应主管部门同意后，由公安交通管

理部门落实通行保障。政策实施期间，市、

县（市、区）两级保供“白名单”工作专

班集中办公，13 家行业主管部门累计受理

1604 家需求单位、2.5 万辆货车保供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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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上线杭州货运导航亚运保供模块，提供

保供“白名单”车辆录入功能，一键生成电

子通行证、自动导航，日均使用量 6.5 万

辆次。

流量管控期间，绕城公路范围内（主城

区）日均交通量下降至 135.5 万辆，降幅

29.5% ；在途量下降至 21.1 万辆，为 39 批

488 次警卫任务、开闭幕式“进场 3 小时，

散场 40 分钟”、38169 班次赛事通勤班车准

点“零延误”、中秋国庆长假大人流大车流

交通安保等提供了恰当的交通环境。

三、交通安保融合工作机制

交通的前端需求计划与公安的后端交

通运行紧密相连，是高质量提供赛事交通服

务的“先手棋”。今年 8 月初，新任交通指

挥中心指挥长提出要建立公安与交通“融合

互派、一体运行”，交通指挥体系纵向压缩、

横向融合、扁平化指挥、一体化运作。仅用

3 天时间，在杭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成立交

通指挥中心带领下的交通安保指挥调度中

心，下设需求计划、现场调度、指挥协调、

公共交通四个工作组，形成了计划、调度、

指挥、运行一体化全链条的工作闭环。

（一）开展人车管理

将运输企业和职业司机“三宣”纳管工

作方法应用于亚运车辆服务商、驾驶员管理

工作。组建驾驶员实训团队，建立“交警与

服务商”在线责任防群，对 3133 名驾驶员、

3008 辆赛事车辆进行全量在线管理，落实

资质审查、理论培训、路线实训以及车辆每

天一检、出车必检等措施，实施场馆交通安

全主管、交通主任“双验收”制度，驾驶员

上路实训不少于 5 次且不少于 2 条路线，以

“1 路线 1 档案、1 车队 1 民警”的模式，累

计完成路线实训 3923 次，涉及驾驶员 5176

人次，确保不开错、不抛锚、少事故。

（二）制定需求计划

一是编制集散运行时刻表。由特勤、交

警、治安、特警、交通及开闭幕式总体策划

团队等部门联合踏勘、研究，综合考虑杭州

地铁线网、道路疏散能力、周边停车资源、

集散安检压力等因素，确定“地铁＋大巴”

的集散方式和“远端集结、团进团出、专线

专列、错时错位”的集散原则，共同编制集

散运行时刻表。二是编制赛时需求计划。根

据赛事日程安排，在开幕式前第 7 天，制定

完成赛事班车时刻表 ；在比赛前 3 天，与场

馆团队确认交通需求计划及班车时刻表 ；在

比赛前 1 天，场馆每日时刻表如有变化，由

场馆团队向交通安保指挥调度中心提出需

求变更，相互确认车辆班次和时间，最终确

定每日运行计划。

（三）开展现场调度

现场调度组由公安交警牵头，与交通、

车辆运营服务商融合，进驻运动员及随队官

员、技术官员和媒体、主媒体中心等 5 个发

车区，负责发车区车位设置、车辆调度运行、

现场调度指挥等工作。一是建立三级引导体

系。根据开幕式各代表团人员数量及分组出

发顺序，按照“从大到小、由粗及细”的分

级引导原则，先确认分区、再确认车位、最

后确认车位编号的三级引导体系，将代表团

名称、发车位、车辆编号一一对应，由交通

负责人、车、证匹配确认和引导，由交警把

控发车时间，将延误发车的不确定因素降到

最低。二是制定调度工作流程。由交警专班

制定现场交警、调度主任、调度主管、调度

员、驾驶员、志愿者的岗位手册，明确志

愿者负责人员引导确认、调度员向“一长四

员”确认人员信息、发车前 5 分钟执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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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打双跳”、现场交警确认发车等工作流程，

定人定岗定责。三是主导把控准点发车。由

交通与 NOC 团队对接，确认每个代表团的

参加人数、运力座位安排 ；由交警协调亚运

村安保团队，明确每个代表团出安检、开始

上车、上车完毕、准备发车、实际发车的时

间点，将代表团集结时间、安检速度把控到

分钟，防止出现过早上车等待以及延误影响

发车的情况出现。一旦出现超出时间还未完

成规定动作的，由现场交警根据预案及时

处置。

（四）编制时刻表

一是确定“3 小时进场”目标。根据压

缩进场时间，提升观众体验感的要求，结合

“地铁 +大巴”集散方式、警卫任务“静默期”、

客户群及观众规模、安检政策、“8+2+1”远

端集结点分布等情况，确定“统一组织、远

端集结、团进团出、多线并行、错时抵离、

互不干扰”的策略，明确客户群及观众 4 万

余人车队首批发车和最后一批落客时间。二

是精算编排时刻表。协调对接开闭幕式总体

策划团队、人员组织团队、交通以及特勤、

治安、特警等警种，根据各客户群的进场时

间、人数规模、OD 点路程时间、远端及近

端安检容量、上落客速度，倒推确定每一个

点位的车辆运力保障数、发车批次、发车时

间、发车间隔，反复推敲，共同研究确定开

闭幕式集散运行时刻表，多线并行、多点落

客，既确保进场高效，又与警卫对象流线

在时空上错开，并留出交通警卫“静默期”。

亚运会开幕式，70 批车队共设置 45 个发车

时间，匹配各安检点安检能力，同一个 O

点发车间隔以 15-20 分钟为主，实现准点抵

达、有序落客。

（五）开展 OD 点管理

一是 O 点管理。由区长负责，依托属

地党委政府，联合交通和治安、特警等警种，

对“8+2+1”观众远端集结点实施“一长四

员”统筹管理，制定交通组织“一点一方案”，

组建民辅警队伍进驻运动员等 5 大发车区，

全过程协同管理人员组织、安检、上客、发

车等环节，保障车辆提前 1 小时集结到位，

客流安检速度与车辆运力精准匹配，人员提

前上车等候，车辆进场、停放、发车流线

顺畅有序，确保准点发车。二是 D 点管理。

由公安交警负责，分时、分门、分区、分点

精细规划 10 类客户群的集散交通流线，抽

调 20 名英语专业警力在上落客点实施“一

车一人”定点管理，联合交通调度人员、随

车网格员、NOC 服务团队，通过举牌引导、

标识设置等方式加强人员、车辆指引，确保

车队精准停车、快速上下、有序调车，确保

流线顺畅。

四、车辆准点管理工作机制

赛事通勤班车准点管理是亚运赛时交

通保障和交通安保的重点职责任务，重点

是做好运动员、技术官员、注册媒体等场馆

通勤班车的准点管理。以“发车准时、路途

顺畅、到达准点”为目标，建立准点管理团

队，依托杭州亚运安保指挥平台交警应用

赛事通勤模块，构建以“发车 - 路途 - 到

达”为管理闭环的“交接棒式”通勤管理模

式，确保通勤时间不超过亚运交通指南官方

公布的时间，确保不发生因通勤延误而影响

比赛。

（一）组建团队

在交通安保指挥调度中心架构下成立

“5+N”准点管理团队，由市公安局交通安

保组交通组织组、高速公路管理组、勤务指

挥组、场馆住地组和交通安保指挥调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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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度组 5 个团队以及涉赛沿线的 N 个

属地大队实行线上协同、一体运作。抽调支

队机关 24 名精干警力，作为准点团队核心

力量，根据工作职责分为发车监管、区域监

管、信息收集 3 类小组，实施两班制勤务（上

午 6 时至晚上 22 时），从第一班车发出到最

后一班车到达，分块监管城南、城东、城西

南、城西北四个象限区域的赛事通勤班车。

（二）在线管理

基于警务大数据云平台及流计算技术，

双链路接入全量赛事车辆北斗定位数据，建

立预规划路线与车辆定位智能研判模型，实

时计算车辆偏离度并自动产出延误、偏离预

警。依托杭州亚运安保指挥平台交警应用赛

事通勤模块，对赛事班车运行时刻表、OD

点、定位和服务状态等实施“一屏可视、三

色管理”，“灰色”为“待服务”车辆，“绿色”

为“服务中”准时车辆，“红色”为超时车辆，

实现赛事通勤车辆精准在线管控，极大降低

准点管理难度。

（三）闭环运行

建立 577 人规模的“亚运赛事通勤班车

准点管理群”，由准点管理团队、现场调度

组、场馆住地组、勤务指挥组、高速公路管

理组和属地大队人员组成，紧盯发车、路途、

到达三个环节，闭环运行车辆准点全过程管

理。一是监管发车准点。由现场调度组负责

各赛事车辆发车区的准点发车工作，确保发

车延误最大不超过 5 分钟。针对发车延误、

需特殊保障的班次信息第一时间上群预警，

联动勤务指挥组及通勤沿线的大队全力做

好路途准点保障。二是监管路途准点。由各

沿线大队负责辖区内通勤路线的路途准点

保障工作。一旦平台预警路途延误、路线偏

离等信息第一时间上群预警吹哨，由准点团

队协调下游大队采取区域接力、绿波联动、

启用数字专用车道、警车带路等措施，处置

路途预警 594 起、路线纠偏 154 起，启动抛

锚等应急保障 22 起，确保路途准点。三是

监管到达准点。由各场馆“一馆一长一主管”

团队负责场馆通勤班车进出的准点保障，确

保不发生场馆出入口以及内部通道堵塞等

原因造成延误，并对到场馆车辆班次的路途

延误、路线偏离、抵达情况等进行监管，对

赛事时间半小时内应到未到车辆发起预警

响应，联动各组、沿线大队开展准点保障。

五、调度指挥一体工作机制

按照统筹交通保障与交通安保、统筹赛

事侧与城市侧的“双统筹”要求，建立“一

体化运行、一屏统管集中、横向协同、纵向

贯通”的调度指挥工作机制。

（一）指挥机构

亚运会期间，交通安保指挥调度中心和

市公安局交通安保组在交警支队情指中心

成立联合指挥部，融合省公安厅交管局、交

通安保指挥调度中心 4 个工作组、交通安保

组“一办六组十专班”和杭绍、杭湖交警市

外专班以及公交、地铁等部门，市外专班负

责跨市通勤、离返带路交通保障，实现省市

县三级、跨地市、跨部门扁平化指挥、高效

协同。交通安保指挥部按照“三级指挥、合

成作战、属地主战”原则，与交警大队分指

挥部、交警中队数字勤务室三级协同、贯通

到底。开闭幕式及赛事期间，交警支队领导

分片到市公安局基地指挥部、亚运村指挥部

和上城、滨江、景区等板块指挥，各级指挥

部分设警卫任务受理部署、警卫运行指挥、

赛事保障、社会面管控、应急处置等板块小

组，分工协作、合成作战 ；大队分指挥部由

大队长统筹指挥。按照“交通态势监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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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信息监管、重要结点定点、管控圈层轮播”

原则，预设交通安保指挥工作场景，动态调

整指挥大厅及交通安保指挥部投屏显示内

容，提升城市侧与赛事侧重点区域视频监管

力度，实施“一屏统揽”辅助指挥决策。

（二）协同联动

融入亚运市运保指挥部环境提升组“一

办三专班”组织架构，依托每周工作例会、

项目交办推进以及“匠心品质绣杭城”专项

行动等制度机制，融合市建委、市城管局、

市交通局等职能部门以及各区、县（市）人

民政府，逐一明确工作职责、标准要求、任

务清单、资金保障等重要事项，协同推进城

市标志标识国际化提升、亚运数字专用车道

建设、重要通勤道路标线提升等三项重点工

作快速落地。中秋国庆长假期间，启动假日

联合指挥部，市交通运输局、西湖景区管委

会、公交集团等单位负责人入驻指挥部，统

筹协调景区假日交通管理。并派员进驻景区

音乐喷泉、钱江新城灯光秀及火车东站指挥

部，启动 5 个公交地铁接驳站“交警、公交、

地铁”三人现场指挥小组和 10 个出入城口

收费站“属地交警、高速交警、交通部门和

业主单位”四人小组，加强重点部位、点位

秩序管控及警种间联勤联动。

（三）勤务运行

全面完成交警中队“一室一队”勤务运

行机制改革，制发《关于进一步优化交警支

队勤务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核减机关警力

800 名，一线警力达到 2400 名，尤其是承

担亚运核心任务的西湖景区巡区民辅警比

例达 1：12，高架大队和 7 个核心中队达 1：
7，全面强化核心中队警力配置。亚运安保

期间，全面实施一级加强路面勤务等级，路

面执勤队警力出勤率保持在 85% 以上，日

均上路警力超过 1850 人，开闭幕式及中秋

国庆当日全警上路。实施战时动态勤务，组

建 100 人先锋队在国庆中秋期间全部投入景

区环湖圈定点管理工作。

（四）信息先导

一是预警打击。依托预警中心智能系

统，构建失驾、改装、假套牌等预警模型，

实施指向预警、信息推送和视频跟踪“三同

步”技战法，打击各类高危车辆。护航亚运

期间预警查处违规违法行为 563 起。二是研

判查处。深入研判交通违法举报线索，依托

“重点违法即时响应”工作群，运行重点交

通违法“四必须”工作机制，针对性开展“一

哨群应、三级联动、精准调度、快速反应”

合成作战。亚运期间，累计查处群众举报酒

驾、“炸街”、摩托车等违法 1443 起。三是

快速反应。实时响应上级指令，通过多维数

据比对碰撞掌握目标活动轨迹，以屯警街

面、视频跟踪及信号调控为主要手段，指挥

警力快速到警、协同处置。亚运期间，成功

处置火炬传递、开幕式期间应急事件 4 起，

参与涉亚、涉稳、追逃等合成作战 6 次。

六、数智安全防控工作机制

基于“三条路径、一个机制”数智道

路交通安全防控杭州实践做法，建立实施

“常态化、加强型、专项性、针对性”亚运

交通安全防控机制。今年截至 10 月 8 日，

全市普通道路交通事故死亡 266 人，同比

减少 110 人，下降 29.2% ；高速公路道路

交通事故死亡 30 人，同比减少 7 人，下降

18.9%。

（一）常态化安全防控

以安全管理 3E 理论为基础，坚持“三

条路径、一个机制”，围绕道路隐患治理、

源头安全宣教、重点违法查处，实施部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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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国省县乡道、农村公路隐患综合治理，

开展覆盖全市重点货车企业、“两客一危”、

出租网约车、6 类货运场站、农贸（批发）

市场和镇街村社常态化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运行“一哨群应、警医联动、一案四查、一

案十快、以一促十、举一反三”为内容的重

大事故警情响应“六个一”机制。发挥市道

专委作用，实施“千灯万带”道路隐患专项

治理、健全工地源头治理机制、第二批支队

领导联系 10 个复杂中队、业务处室 14 项关

键指标等常态防控措施。

（二）加强型安全防控

亚运前期，开展道路交通专业领域安全

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实施重点隐患全面清

零、重点群体源头宣教、重点违法严管严处、

高速公路“减量控大”为内容的“平安护航

亚运三十条”加强型安全防控措施，开展“护

航亚运”城市交通“序化十项”专项整治

行动，累计治理省级、市级挂牌隐患 26 处、

斑马线 6167 处、照明设施 1782 处、无信号

灯路口 213 处、村道口“五个一”1.03 万

处 ；纳管货车企业 3416 家、工地 2199 个、

建材类货运场站 490 个、“四客”企业 224 家、

网约车平台 47 家；查处 10 类严重影响交通

秩序和城市形象的交通违法 18.3 万起、电

动自行车改装源头商家 105 家。

（三）专项性安全防控

亚运期间，根据省局部署开展货车“途

安”“清患”等系列专项性整治行动，突出

亚运通勤线路、圈层管控卡点及高速公路、

国省道等重点道路，严查疲劳驾驶、非法载

人、超员载客、非法运营等重点违法 8.36

万起，其中涉嫌“三超一疲劳”1.96 万起，

抢灯、安装流氓灯等 1548 起，联合交通部

门对 9001 辆涉嫌超限车辆落实“一超四罚”；

分析货运导航系统日均 8000 余条外籍货车

使用记录、4000余条车辆信息OD源头数据，

推动各地道专办依托“智安通”平台，实

施全域普货“一人一档”“一车一档”基层

网格化治理，排查纳管外籍货车 1.27 万辆、

驾驶人 1.24 万名。

（四）针对性安全防控

赛事期间，实施“白天保赛事、夜间保

安全”针对性安全防控，紧盯“一早一晚”、

夜间集中出行节点等重点时间，围绕农村地

区、货车替代通行道路、高速收费站出入

口、高速公路等重点区域，结合赛事时间轴

形成最小交通安全防控作战单元，分类、分

级、交替式开展波次专项整治行动 15 次，

并加强农村地区交警中队警力部署，确保不

失管、不漏管。高速公路开展以持续完善以

“‘清雷’重点违法、隐患常态清零、事件快

处快撤、拥堵有效响应、施工全程监管、伤

员快治优治”为主要内容的事故防控“六大

机制”，亚运会期间未发生较大以上交通事

故，确保了社会面交通安全平稳。

七、“四有”队伍保障工作机制

队伍是打赢亚运交通安保大战大考的

根本和保障。抓住“人员是首要，能力是关

键，组织是核心，纪律是底线”等关键环节，

构建“有人、有技、有力、有规”的“四有”

队伍保障机制。

（一）聚焦“有人”

按照干部队伍配强化、新警分配一线

化、辅警招录常态化，将有限警力用在刀刃。

一是配强干部。配足配强基层大队、中队干

部，选拔交流处、科级干部 267 人，提升班

子战斗力。二是充实一线。通过将新警、军

转干部、“90”后新生力量全部安排至一线

巡区，充实基层警力，提升一线战斗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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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提升效能。以“全员 TPTU 化”为目标，

优先保证通勤路线、场馆流线、勤务共线涉

及的景区大队、高架大队及 7 个核心区中队

巡区民辅警比例达到 1 ：12 和 1 ：7，压缩

机关（支队处室、大队“两室三队”、中队

“一室”）室内 800 名警力至路面一线，亚运

会期间未抽调各区县市交警警力，防止漏管

失管。

（二）聚焦“有技”

以“基础、专业、实战”为导向，亚运

前期分层分类开展普训、专训、专家训，提

升安保技能。一是基础技能培训。编制 10

门素质能力提升课程，通过入职培训、岗前

训示、每周一练等载体，以送教到队、培训

到岗、视频培训、“交警云课堂”等线上线

下形式，实化基础技能。二是专业技能培训。

组建交通警卫“五大员”、英语人才小分队

和准点管理团队，固化专业技能，服务亚运

安保。三是实战技能培训。结合岗前训示，

加入万马四法、警务英语、现场急救、手语

破拆等 8 项基本技能的训练内容，每次上岗

前开展不少于 5 分钟情景式训练。组建 5 支

“实战型”教官团队，深化“比拼亮晒”机

制，开展亚运英语、道路执勤卡口疏导、酒

驾查处执勤执法安全等实战练兵，深化实战

技能。

（三）聚焦“有力”

深化战时思想政治工作，确保队伍全神

贯注，斗志昂扬。一是凝聚思想。固化思

想政治“十个送一线”、问需问暖工作措施，

通过《给全体参战警力及其家属的一封信》、

战地授旗、宣誓仪式、走访座谈、面对面谈

心谈话等措施凝聚思想。二是党建引领。发

挥党组织“两个功能”作用，组建 7 个临时

党支部，12 个党员先锋队，7 个青年突击队，

通过战地集体宣誓、战地授旗、先锋建功、

主题党日等活动强化党建引领。三是激发斗

志。依托“通报表扬”“战时喜报”“亚运安

保之星”《亚运有我》《最美交警》系列宣传

风采等载体，表彰奖励 297 个集体和个人，

进一步激发斗志，展示杭州公安交警“专才

暖帅”形象。四是服务保障。建立“食堂不

打烊、误餐有人送、归队有住宿、衣脏有人

洗”的服务保障机制，通过优化送餐、备好

暖餐、深夜食堂、落实床位等，提高住宿保

障能力，让参战警力暖胃到暖心。落实警力

身体状况“三个全、三掌握、三个必”，突

出双警家庭、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人员，实

施每日碰面一提醒，战前战后一关注。建立

“警心护卫队”“战时帮帮团”，开展护心服

务、文体活动、理疗服务，激发队伍合力。

（四）聚焦“有规”

严明战时纪律，守牢队伍管理底线。一

是开展两个提示。建立“常态 + 专题”两个

提示，围绕 7 个方面、16 项表现形式及 45

条具体情形，按照“A、B、C”三级分类管控，

建立“周报告、零报告”制度，落实“一人

一档一策”，开展队伍风险隐患排查常态提

示；在每次大战前，从形象警容、规范执法、

文明用语、舆情保密、信息泄露等方面反复

提醒，固化“三个三、十个要、五必讲”等

专题队伍提示。二是实施三级督导。紧扣场

馆、通勤路线、驻地、正常、专项任务等五

大重点，分层次分阶段落实三级督导工作。

三是运行四每闭环。以“办理一起投诉，解

决一类问题”为牵引，固化“每日交办、每

日研判、每日上群、每日点评”的“四每”

信访投诉闭环机制，建立健全中队（科）指

导员办理，大队教导员（处室分管干部）点

评，支队总点评的责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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