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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届全国人大期间，在党中央正确领导和全国人

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全国检察机关紧紧围绕党和

国家工作大局，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着力强

化法律监督、强化自身监督、强化队伍建设，各项检察工

作取得新进展。

建立全国统一的“12309”举报电话

  曹建明，1955年9月生，江苏南通人。1973年12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2008年3月至2018年3月，任最高人民检察院

党组书记、检察长。

  曹建明始终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团结带

领全国检察机关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顺应人民

群众新期待，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责，坚

决履行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

安居乐业的职责使命，坚持检察业务、检察队伍和检务保

障一体建设，强化法律监督、强化自身监督、强化队伍建

设，规范司法行为、深化司法改革、狠抓基层基础，检察机

关法律监督质量、效率和公信力明显提升，各项检察工作

取得新的发展和进步，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事

业新局面、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作出突出贡献。

  为适应人民群众信访需求，解决检察机关举报电话号

码不统一问题，为人民群众举报或咨询服务提供更大方便，

2009年6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建立全国统一的“12309”

举报电话，举报网站正式更新网址为www.12309.gov.cn，构

建起来信、来访、电话、网络“四位一体”举报体系。

  201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立足新形势新任务，整合检

察机关服务群众功能，升级建设“12309”检察服务中心，

四级检察院同步完善实体、热线、网络三大平台，受理控

告、申诉、国家赔偿、司法救助、法律咨询、案件信息公开

等事项，建立起“一站式、综合性”检察为民服务平台。

举行首次“检察开放日”活动

  为进一步加强检察官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2009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

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试行）》，明确检察官职业道德的基

本要求是“忠诚、公正、清廉、文明”。次年3月，最高人民检

察院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宣誓规定（试行）》，规

定初次担任检察官职务、检察官晋升实行公开宣誓制度。

  2010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

署在全国检察机关深入开展“恪守检察职业道德、促进公

正廉洁执法”主题实践活动。2010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

院印发《检察官职业行为基本规范（试行）》，首次对检察

官职业信仰、履职行为、职业纪律、职业作风、职业礼仪、

职务外行为作出全面系统规范。

  为进一步深化检务公开，增强检察机关工作透明度，

加深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了解，2010年5月28日，最高

人民检察院举行主题为“深入推进检务公开，主动接受社

会监督”的“检察开放日”活动，来自媒体、高校、社区的60

余名代表参加。

  这是恢复重建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次向社会公众

开放，拓宽了人民群众走近检察、支持检察、监督检察的有效途径。此后，全国

检察机关全面开展“检察开放日”活动，常态化接受人民群众面对面的监督。

建立检察案例指导工作机制

  2010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建立案例指

导制度，通过选编、发布检察机关办理的在认定事实、证据采信、适用法律和规

范裁量权等方面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案例，为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案件提

供指导和参考，规范检察官司法办案行为，促进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确保法

律统一正确实施。同年12月3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第一批指导性案例，分

别是施某等17人聚众斗殴不诉案、忻元龙绑架抗诉案和林志斌徇私舞弊暂予

监外执行自侦案3起案例。

  建立指导性案例制度，既加强了检察办案指导，又引领社会法治意识，通

过法律监督促进诉源治理。

  2011年7月16日至20日，第十三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在宁夏银川召开。曹建

明在会上作了题为《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

谐，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事业新局面》的工作报告。会议回顾了第

十二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以来的检察工作，明确提出了“十二五”时期检察工

作的总体思路、目标要求和重大举措。

  这次会议是在我国全面实施“十二五”规划纲要的形势下召开的，对于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

力司法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为进一步加强对案件办理工作的监督管理，2011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

成立案件管理办公室，作为专门负责案件管理的综合性业务部门。自2012年1

月开始，最高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办理的案件实行统一、集中管理，并指导地方

检察机关建立健全案件管理工作机制。地方各级检察院相继成立案件管理机

构，对所办案件实行统一严格的流程管理和动态管理。2012年2月，最高人民检

察院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规范执法办案活动管

理，强化内部监督制约。

  加强案件管理工作是检察工作机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提高检察

机关管理科学化水平，促进执法办案规范化，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促进严格

执法公正司法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记者 蔡长春 本报见习记者 杨佳艺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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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路口实测机动车礼让斑马线情况

  ● 机动车行经斑马线时不礼让行人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根据2017年公安部交管局

的统计数据，此前3年平均每年全国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多达数千起

  ● 道路交通安全法对行车礼让行人有明确规定，这说明路权分配的规则已经非常

清晰明确，不能以通行效率之名侵害人的生命健康

  ● 一方面，要合理设置清晰醒目的人行横道线，提醒驾驶人减速；另一方面，要严格

执法，违法必究，加重违法责任；同时，还要培养驾驶人遵守法律的自觉意识

□ 本报记者   陈 磊

□ 本报见习记者 孙天骄

  11月26日上午9时许，北京市朝阳区广顺大

街与阜通西大街交叉路口一侧，一辆黑色大众

轿车快速右转，与行走在斑马线上一名身着咖

啡色羽绒服的男子擦身而过。轿车不减速不让

行的做法，让该男子颇为不满，面露愠色。

  当天，《法治日报》记者在此路口蹲点观察

的1个小时里，总计有160多辆机动车右转，大部

分机动车能够减速或停下等行人通过，尤其是

公交车全部在斑马线前停下礼让，但也有十几

辆私家车没有礼让行人。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机动车

行经斑马线时须礼让行人，机动车驾驶人违反

法律规定的，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

款。这意味着，机动车行经斑马线没有礼让行人

的，属于违法行为。

  然而，记者近日在北京、天津等地调查走访

发现，机动车行经斑马线时不礼让行人、与行人

抢道的交通违法行为时有发生。根据2017年公安

部交管局的统计数据，此前3年平均每年全国在

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多达数

千起。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出现这种现象

的根本原因在于违法行为受到处罚的概率较低

且违法成本低。实际上，现有法律对于机动车礼

让斑马线这个问题已经有非常清晰明确的规

定，不过在操作层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强，特

别是要严格执法，违法必究，加重违法责任。同

时，需要培养驾驶人遵守法律的自觉意识。

违法行为少了但仍存在

遇行人不避让疾驰而去

  11月27日下午5点，天色渐暗。50多岁的北京

市民朱女士来到朝阳区南湖南路与南湖中园二

条交叉路口，准备到马路对面一家“老字号”买

糕点。

  此时车流量不大，绿灯亮起，朱女士踩着斑

马线过马路，恰好有一辆白色机动车驶来。只见

该车逐渐减速、在斑马线前停了下来，等朱女士

走过去后，才启动并右转。

  朱女士告诉记者，她经常路过这个丁字路

口，以前在早晚高峰的时候，车流比较大，右转

的车辆一辆接着一辆，很多司机没有礼让行人

的意识，有时绿灯亮后也得在路口等一会才过

得去。近段时间，她明显感觉到自觉礼让行人的

司机越来越多，特别是公交车司机，都会主动停

车，示意行人先行。

  “当然，仍然有一些司机毫无避让、礼让之

意，遇到行人也不减速，疾驰而去。”朱女士说，

这种不礼让行人的行为，既不文明也不安全。

  记者随后在该路口观察约10分钟。这10分钟

内，交通信号灯共变化5次，车流和人流都不大，

右转车辆20辆，遇到行人没有减速、停车礼让而

直接右转的有2辆。

  类似的情况在很多路口都在上演。

  公开信息显示，今年8月11日0时起，北京路

口值守斑马线的“电子警察”正式开展执法工

作，截至当日14时，已抓拍录入120起机动车不礼

让斑马线违法。此外，从8月中旬至9月初，北京

交管“随手拍”小程序收到市民不礼让斑马线行

为有效线索634条。

  11月28日下午，记者在天津市蓟州区天一小

区南门口的斑马线处观察发现，当时路上车辆、

行人都不少，由于没有红绿灯，一些机动车在直

行或左转时呈争先恐后之势，不礼让行人，甚至

与行人抢行，行人只能试探着小心翼翼地前行。

  在朝阳区广顺大街与阜通西大街交叉路

口，由于周边有多座写字楼、大型商超以及地铁

站口，平时车流、人流都很大。在附近小区居住

了10多年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在早晚高峰时，机

动车不礼让行人、与行人抢行的情况仍时有发

生，他也看到过因此司机和行人发生口角的情

况，“但这两年这种不文明行为确实大大减少

了，大家的安全意识、规则意识提升了”。

  记者蹲点观察时还看到温馨一幕，一位父

亲带着上小学二年级的孩子过马路，面对礼让

的车辆，父亲挥手致意，孩子则立正敬礼。孩子

告诉记者，在学校里老师教育他们，在马路上遇

到车辆让行的应该行礼向司机表示感谢。

路权分配规则清晰明确

处罚概率小违法成本低

  多位司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行车时

存在不礼让斑马线的行为。而不礼让的原因，包

括“对机动车礼让斑马线的规则不太清楚”“跟

着前车走”“赶时间”“觉得当时与行人有一定距

离不会产生危险”等。

  实际上，近年来，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造成

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

代价。

  福建省福州市通报，今年11月3日，38岁的李

某炎驾驶小型轿车，从厦门市往漳州市方向行

驶至一路口时，未停车礼让，与正在过斑马线的

行人陈某金发生碰撞，造成陈某金当场死亡及

车辆局部损坏。

  2020年8月，浙江省金华市曝光3起未礼让斑

马线典型事故案例。案例之一是，当年7月20日，

洪某萍驾驶小型轿车沿金华市婺城区凤山街一

路口时，与过斑马线的行人金某发生碰撞，造成

金某受伤。

  根据2017年公安部交管局的统计数据，此前

3年全国共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的交

通事故1.4万起，共造成3898人死亡，其中机动车

未按规定让行导致的事故占了总量的90%。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机动

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

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

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

  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市交通

运输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郑翔告诉记者，机动车

礼让行人的规定，本质上是路权的分配问题。从

人文关怀角度，应该保护弱势群体——— 行人，高

速行驶的机动车隐含着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风

险，需要限制其路权。

  但现实中，机动车未礼让斑马线的违法行

为频繁发生。郑翔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违法行为

受到处罚的概率较小且违法成本低。

  “任何违法行为的处罚，都需要考虑执法成

本。能否在每个人行横道线都设置监控？能否使

每个没有礼让的行为都受到处罚？执法成本和礼

让行人所得的社会效益比是否合理？这些都需要

考量。驾驶人能否做到普遍礼让行人，与城市文

明程度有关，也与城市管理水平有关。”郑翔说。

  “驾驶人不愿意遵守礼让行人的规定，通常

的理由是在城市本来极其拥堵的情况下，机动

车必须礼让行人可能会加剧道路交通拥堵，降

低通行效率。而且，实践中存在许多行人不遵守

交通规则，随意闯红灯、翻越跨栏过马路等现

象，使得驾驶人根本来不及礼让行人。”郑翔说，

但这些都不是不礼让的理由。

  郑翔认为，与通行效率相比，保护行人的生

命安全，尊重人、保护人是最基本的交通伦理。

道路交通安全法对行车礼让行人有明确规定，

这说明路权分配的规则已经非常清晰明确，不

能以通行效率之名侵害人的生命健康。并且，驾

驶人应该对道路状况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

应对突发状况，特别是遇到行人穿行的情况。行

人通常速度较慢，如果驾驶人反应及时，就有足

够的时间礼让行人。

操作层面需要完善加强

礼让习惯亟待培养形成

  早在2018年3月，公安部就下发了《关于进一

步加强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治理工作的指导意

见》，推动在全国开展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治

理，建立常态长效治理机制，确保人民群众平安

出行、顺畅出行。

  据此，各地公安交管部门进一步曝光不礼

让违法典型案例，推动公交车、出租车、公务车

等重点车辆带头礼让，同时加强行人、非机动车

闯红灯等违法行为治理，适时组织整治行动。

  郑翔认为，交通法律要得到遵守，首先需要

法律明确清晰且具有可操作性。而在礼让行人

这个问题上，现有法律已经非常清晰，需要完善

的是操作层面。

  她的建议是：一方面，合理设置清晰醒目的

人行横道线，提醒驾驶人减速。可以引进先进的

智能交通设施，国外已经有一种智能路口设施，

一旦有人踏上人行横道线，则会触发投影，机动

车驾驶人会看到人行横道线变成立体护栏，促

使其下意识减速。

  “另一方面要加强严格执法，违法必究，加重

违法责任。同时，还需要培养驾驶人遵守法律的

自觉意识，这就需要广泛宣传路权分配的基本规

则和交通伦理，倡导文明交通理念。”郑翔称。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副教授刘爱君同样认

为，应该加强宣传教育，提升全社会的交通安全

意识和文明程度，使大家自觉遵守和执行礼让

斑马线制度。同时需要引入先进的技术手段，如

信号灯设置不出现通行交叉，将机动车转弯和

行人直行通过交通信号分开等。

  “对不礼让行人的机动车驾驶人进行处罚

是促使其遵守法律的一个必要手段，但还可以

通过技术手段和其他柔性手段，让大家认识到

礼让斑马线既是为了自身安全，也是为了他人

安全，提升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促使机动车驾

驶人形成自觉礼让斑马线的习惯，而不是因为

害怕受到处罚被迫礼让。”刘爱君说。

  “机动车礼让行人是应该的、必须的，但

怎么算不礼让还需要进一步细化、明确。”在

北京开了多年网约车的张师傅深有感触地

说，他对专家们关于完善操作层面的建议极

为认同。

  他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一桩“委屈事”———

今年10月的一天，他在东直门桥西南方向右转，

车行至斑马线时，看到有一个人站在斑马线挨

着路边的地方，他对那人摆摆手，示意对方先

走，但“对方毫无反应且没有要过马路的意思”。

  张师傅继续开车前行，结果被执法人员拦

了下来。执法人员称其没有礼让斑马线。张师傅

说自己礼让了，看到行人不走自己才走的。刚巧

那天的行车记录仪没有打开，他百口莫辩。最

终，他被罚款200元、扣3分。

  “现在还有一些‘低头族’，绿灯亮了半天还

站在路口一动不动地看手机。是否可以通过信

息化手段，形成动态管控，明晰不礼让情形，别

让司机太‘委屈’。”张师傅说。

漫画/高岳  

行车礼让斑马线有那么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