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首部“公铁水”综合交通建设管理省
级法规《浙江省交通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生
产条例》自 2018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至今已一
年有余。《条例》实施过程中是否实现了预期
的立法目的、是否与浙江省交通建设工程质
量安全监督管理的实践相适应、是否需要修
改和完善？《条例》立法后的评估工作就将解
答这些问题。

《条例》科学界定了“政府领导、行业监
管、建设单位负责”的责任体系，明晰了参建
各方主体职责，升级了惩罚（最高可罚 50 万
元），明确了“服务器入‘云’端”的信息化管理
手段，采用了分级信用评价模式，创设了工程
质量专项验收制度，规范了安全生产费用的
使用、规范了特许经营健康发展、规范了工程
合法分包，是浙江交通建设监管依法行政的
重要补充，是地方交通立法的重大突破。

本次评估工作在省交通运输厅统一指导
下进行，由浙江省交通工程管理中心统筹第
三方机构组成评估工作组联合开展评估工
作。为保证全面、客观地了解《条例》的执行
情况、实施效果，评估工作组将会分析框架的
局限性，查漏补缺，提高《条例》的完善性；检
视制度的实践性，与实践发展相结合，提高

《条例》的贴合度；扩大立法的公开性，拓宽公
众参与立法评估的渠道，提高《条例》实施的
参与度。

省交通工程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本次立法后评估将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方
式，通过问卷调查法、实地考察法、专家论证
会、行业座谈会四种研究方法，来评估《条例》
的合法性、合理性、协调性、实效性、认同度和
技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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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交通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条例》实施至今一年有余

省厅开展《条例》立法后评估工作
□见习记者王君通讯员葛路佳张展

导报讯日前，记者从省交通工程管理中心了解到，今年5月起，我省将对《浙江
省交通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条例》内容和实施情况进行实证研究和科学评估、
分析，总结《条例》所确立的制度和方法的充分性、科学性以及实施效果，提出改进
政府立法的相关建议，提升地方制度建设的质量，探索建立立法质量和绩效评估机
制，更好地促进地方交通立法工作的开展。

(上接 1版) 今年公交分担率提升的目标是各地要在
去年的基础上提升 2 个百分点以上。为此，该
市将依托轨道交通建设，结合市区施工密集
期建设，对常规公交线网进行优化重组，加快
推进轨道交通、常规公交、慢行交通三网融
合，更好地满足群众的公交出行需求，力争到
2021 年，城市公交骨干线路高峰班次间隔缩
短到 10 分钟以内，始发准点率提高到 95%。
同时，加大公交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推进公交
场站和公交专用道建设，更新清洁能源公交
车，开通微公交(定制公交)线路，加大智慧公
交站台的改造力度，中心城区公交站点 500 米
半径覆盖率要达到 98%以上。

嘉兴市治堵办有关负责人表示，“人民群
众对城市交通的总体满意度，2018 年底是
91.9%，2019 年底增至 95.3%。”2019 年该市治
堵考核总分 94.38 分，较上一年提升了 6.96
分，名列同类城市组第二名，并获得省政府

1000 万元奖补专项资金。
去 年 ，该 市 城 市 治 堵 围 绕 五 年 治 堵

“1345”总目标和年度目标任务，在市本级基
础设施密集施工的情况下，扎实推进治堵工
作取得成效，切实缓解了市区交通拥堵状
况。包括：新建和改造全市域城市公交停靠
站 198 个，新增清洁能源公交车 437 辆，实现
全市域公交移动支付全覆盖；全市新增城市
(含县城)道路 95.248 公里，主城区新增停车位
6750 个，新建和改造城市道路(不含快速路)8
公里，均超额完成省考目标。

同时，该市集中精力开展市本级基础设
施建设交通影响评估，持续实施中心城区 1.5
环路网贯通工程并重点贯通三元路，稳步实
施老城区“一环四路”环境整治提升工程。去
年，嘉兴率先开通全省首批辅助公交。据统
计，全市公交客运量日均达 52.7 万人次，同比
上升 6%。 □记者郑薇通讯员单剑锋齐世凯

2020年嘉兴交通治堵再升级
全市计划打通断头路8条，市本级新增停车位4000个

导报讯 自 5 月 1 日起，金华市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路政宣传
月”系列宣传活动。

此次“路政宣传月”以“防疫情、守安全、保畅通、优服务”为主
题，重点围绕相关法律法规，将路政宣传活动与疫情防控工作相
结合、与普法释法相结合、与日常业务相结合、与服务社会需求相
结合，向社会集中宣传治超联合执法、大件运输许可、涉路施工许
可、路域环境治理、公路安全保护等新政策、新标准和新措施。

金华市交通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路政宣传月”活动还
大力推广“线上宣传”，适时开展了“网络直播”“互动体验”“视频
走访”等非接触式宣传活动。 □通讯员吴俊

东阳，地处浙江中部，丘陵地形，“七山二水一分
田”的地貌特征造成了出行的天然阻隔。交通，对东
阳来说是生命线、致富线、发展线。

为打破“三山夹两盆”地理环境的封闭，一代代东
阳交通人矢志不移、艰苦奋斗，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然而，新时期下，“境内无铁路”“发展不均等”“历
史欠账多”等一系列问题也成为东阳综合交通运输事
业发展面前的一道道阻碍。如何破解难题补短板？如
何谋划发展实现弯道超车？如何保障推进综合交通建
设？

本报记者在东阳全市开展“交通大会战”之际，采
访了东阳市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局长赵锋。

记者：站在新时期，东阳交通事业面临着怎样的发
展局面和发展环境？

赵锋：2020年，随着浙江省委、省政府全面推进高水
平交通强省建设动员大会的召开以及东阳全市“五大
会战”（“交通大会战”为其中之一）的开展，东阳交通运
输事业建设发展迎来了关键的“窗口期”，其投资力度、
建设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既是东阳交通补短板、强
根基的机遇，更是迎头赶上、换挡爬坡的重大挑战。

当前，东阳“三铁一机一高”（金甬、杭温、金义东

轻轨；横店通用机场；义东高速公路）等综合交通重大
项目建设进入了一个非常之年的加速时期。未来几
年，东阳不仅将填补铁路“从无到有”的空白，还将实
现诸永、甬金、东永、义东高速公路的“连线成环”，东
阳公路、铁路、航空综合大交通将有一个质的提升，届
时将为东阳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大利好。

目前，东阳综合交通建设得到了东阳市政府的高
度重视，综合交通大会战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组、规
划编制组、要素保障组、技术支持组、交通管理组和督
查考核组，明确了组织架构、职责任务、目标清单，扫
清了交通大建设时期的诸多障碍，形成了“项目覆盖
每个镇（乡）街”的全民参与局面。我们相信，在如此
良好的环境中，东阳综合交通建设将在“十四五”期间
实现“弯道超车”。

记者：综合交通大建设背景下，如何保障其顺利实
施，交通发展有哪些着重点，未来又有何发展？

赵锋：2020 年，东阳全市安排综合交通大会战项
目 38 个，完成年度投资 55.134 亿元。与此同时，东阳
正在“十三五”发展的基础上，谋划“十四五”发展规
划，并着力实现通车一批项目、动工一批项目、谋划储
备一批项目，实现科学的梯度接续建设。

东阳交通部门结合“大会战”，将努力做好“打通大

动脉、畅通微循环”两个层面，致力于实现全市城市、
乡村“交通均等化”发展。

在干线交通路网方面，做好 351 国道、217 省道、
315 省道等一批国省道的建设、提升、改造，保障义东
高速和“三铁”的顺利实施；在“四好农村路”建设上，
今年东阳力争创建为“四好农村路”省级示范县，并完
成 370 公里农村公路“白改黑”。

而为确保各项工程的实施，东阳市交通运输局积
极做好“服务员”，成立了“五个服务队”，由局班子成
员带队到一线，强化要素保障，形成部门合力。树立
全市“一盘棋”思想，将“最多跑一次”改革成果运用到
综合交通项目前期审批、实施过程中，各司其职、各负
其责，协同作战，真正形成大会战的合力。在政策处
理、资金保障方面攻坚克难，为项目推进做好服务，确
保项目无障碍施工。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未来，东阳交通将在立足“均等化”“高质量”发展

的基础上，探索创新交通产业发展，在装备材料及技
术应用、新能源汽车、综合交通服务模式等方面，努力
探索创新，立足东阳交通事业发展的实际需求，为交
通强省、交通强国贡献力量。

□记者郑宗祥通讯员王晓周莹

聚焦 交通强国建设 交通强省之市县局长谈

抢抓“重要窗口期”，打好综合交通翻身仗
——访东阳市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局长赵锋

■ 金华

■ 温州
导报讯 5 月 14 日，温州瓯江口交通执法中队的执法人员深入

辖区各码头企业和运输企业，贯彻宣传《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
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并讲解车辆违法超限运输对公路的危害
及后果等内容。

走访过程中，执法人员对企业人员进行“点对点”的政策宣
讲，让政策法规深入人心，提高自觉守法意识，杜绝非法改装车
辆、超限超载运输等违法行为。温州瓯江口交通执法中队相关负
责人介绍，针对此次路政宣传月活动，该中队紧紧抓住源头，始终
坚持人、车、企三管齐下，多措并举开展宣传，狠抓超载超限行为，
同时让社会各界更进一步了解公路，营造各方支持全民参与的浓
厚氛围，有效增强公民爱路护路意识。 □通讯员张光盛王玲芬

■ 玉环

连日来，玉环
市 路 政 大 队 组 织
人 员 前 往 该 市 运
输 公 司 、客 运 车
站、石矿场等地，
开 展“ 路 政 宣 传
月”活动，向企业
主 和 司 机 发 放 各
类宣传资料 500 余
份，并叮嘱大家遵
守公路法律法规，
树立爱路护路意识。同时，该大队还开展超限运输执法、路域环
境整治行动，进一步提升公路整体面貌，营造浓厚的路政宣传氛
围。 □通讯员郑焙升记者张诗雨/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