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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实习生 范嘉豪

□ 本报通讯员 凌如汕 黄小军

  6月7日，2023年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帷幕。今年全

国高考报名人数1291万人，再创历史新高。

  学子逐梦路上，有人护航前行。从市民自觉为高考

考生赶考让道、按下“静音键”，到相关工作人员、民辅

警精心做好安检工作、严防考生作弊，加强治安出行、

证件补办等服务保障，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整个社会

都在用心守护“平安高考”“暖心高考”“阳光高考”。

  是日清晨，首门考试开考前，《法治日报》记者前

往广东、江西、北京等地考点，全程见证了一线工作人

员、民辅警为保考试顺利进行作出的一系列努力。

广东：

“2+1”安检严防作弊

  高考首日，天朗气清。广东省梅州市3.4万余名考

生怀揣梦想陆续走进高考考场。

  “来来来，考生自己检查一下，将不适宜带入考场

的随身物品存放在这个透明箱子内，再进来接受金属

探测仪的检测。”梅州市东山中学考点，一个个跃跃欲

试、摩拳擦掌的考生在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下，经过

“2+1”入场安检模式有序通行进场。

  “嘀嘀！”一名考生在接受金属探测仪检测的时

候，刺耳的警报声突然响起，顿时这名考生额头上冒

出细密的汗珠，显得有些不知所措。现场工作人员见

状，马上安抚考生情绪，并让其耐心接受检查。经过仔

细查看，原来是考生脖子上挂的吊坠含有金属成分，

于是工作人员耐心向考生解释，让他把吊坠取下并放

到物品存放点，考生这才顺利前往位于教学楼大厅的

智能安检门。

  据了解，为了保障高考公平，今年广东省所有高

考考点首次通过设置智能安检门，严查手机作弊。在

梅州市东山中学考点，记者看到，该考点全面采用“2+

1”入场安检模式，即考生进入考场须经过“两次金属

探测仪+一次智能安检门”检测。其中金属探测仪检测

到金属就会发出警报，智能安检门可快速检测考生是

否携带手机和具有无线通信功能的手表等电子设备，

一旦发现考生身上带有电子产品，就会发出警报。

  “第一次金属探测是在考生进入智能安检门之

前，对考生进行全身检查，排除考生身上的金属物品；

接着通过智能安检门，准确检测考生身上是否携带了

电子产品。”工作人员一边在引导学生接受检测一边

介绍：“第二次金属探测是在考生进入考场之前进行，

防止考生在考点入口到考场之间的路段，提前放置违

规物品，确保进入考场之前检测到位。”

  考试期间，梅州市公安机关有关警种还将加强现

场巡查和异常信号侦测，及时发现查处利用无线电器

材实施作弊的现行违法犯罪。此外，公安机关紧密配

合教育、保密等部门，在考前对涉考重要场所、重点环

节开展安全检查，持续强化交通研判，补充完善考场

周边道路设施，优化考时交通组织方式，排查治理接

送考专用车辆、驾驶人和路线等安全隐患，启用“声呐

警察”对特定区域鸣笛车辆进行实时探测和精准定

位，整治乱鸣喇叭、“炸街”等违法行为，为高考顺利进

行营造平安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

江西：

1分钟补办身份证明

  6月7日，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晴转多云、微风轻

拂，迎来本月以来最凉爽的一天。上午8时许，2951名

考生怀揣梦想、意气风发，陆续走进分宜县一中和分

宜职业技术学校考点，迎接人生中的一场重要挑战。

  “各位考生请有序进入考场，祝大家旗开得胜、金

榜题名！”一大早，分宜县公安局民辅警就早早来到了

各考点的高考服务站，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各种便利服

务，对涉及考生的报警求助优先受理、快速处置，主动

帮助考生和家长解决实际困难。

  据了解，为全力保障高考顺利进行，分宜县公安

局主动作为，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倾力为高考保驾护

航，将办证窗口前移至考点门口，及时解决考生临考

急需用证难题，为广大考生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

  在分宜县一中考点，记者看到，学校大门右侧有

一个醒目的高考服务站，站内设立了临时身份证明受

理点，可为忘带或遗失身份证的考生启动“立等可取”

快速办证机制，提供“当场受理、当场办证、当场领取”

一站式服务，帮助考生现场解决用证燃眉之急。

  “整个补办身份证明过程仅需1分钟。”分宜县公

安局城西派出所户籍民警彭芳介绍说，如遇考生遗失

或忘带身份证件的情况，考生可在考点现场向民警求助，

民警登录平台，现场查询核准人员身份，确认无误后当场

打印办理临时身份证明，并实现现场制发、立等可取。

  “民警服务真是太周到了，把办证窗口搬到考点

门口。这样的护考举措很贴心，我替广大考生谢谢你

们！”考生家长李先生看到公安机关在考点设立的临

时身份证受理点后，连连伸出大拇指“点赞”。

  “以往每年高考，总有‘小马虎’们弄丢身份证，去

年我就为两名考生办理了临时身份证。”彭芳欣慰地

说，截至上午高考开考，尚未接到学生因忘带或丢失

身份证前往各考点临时身份证受理点办证的求助，考

生都顺利参加了高考。

  记者在现场看到，高考服务站的民警除全程守护

在考点外，还积极为考生提供各种服务，维护秩序、疏

导交通、警车护送……这样的暖心警事在分宜县各个

考点不断重复上演。

北京：

800铁骑全员上岗

  “相逢在考场，腾飞在四方”“今日莘莘学子，明朝国

家栋梁”……在北京市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考生通

道两侧，随处可见老师和家长对考生的祝福标语。考场周

边，禁止鸣笛、禁止停车的标志和锥桶隔出的送考车辆专

用通道，助力考生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一马平川。

  6月7日，2023年全国高考正式开始，北京5.8万余名

考生走进考场。800余名铁骑交警全员上岗、实施“一校

一图一策”个性化交通疏导方案、增设临时停车位5800

余个及各类交通标志700余面，8分钟“闪送”走错考点的

考生、接警后3分钟抵达现场接上快迟到的考生……这

是首都交警在高考第一天交出的护航答卷。

  当天清晨，曙光初现，铁骑交警、巡逻民警和辅警

们便陆续抵达人大附中门口，“刚刚已对周边路口、停

车场等重点点位进行了巡检，确保万无一失”。交警说

罢，便开始在考场门口的主路上摆放反光锥桶，隔出

一条送考车辆专用通道，同时在远端路口的非机动车

道入口处摆放锥桶，防止机动车误入。按照预定方案，

禁止鸣笛、禁止停车等各类标志被依次摆放到位，“标

志既要明显，又不能妨碍交通安全”。

  记者注意到，铁骑交警的座驾上，放着两个摩托

头盔。民警表示，多携带一个头盔，可以在遇到考生紧

急求助时，充分发挥摩托车的机动灵活性，及时高效

地给予帮助。

  临近8点，考点外送考的车辆逐渐增多，不少考生

家长都在车身上贴了送考车辆的标志。“考生在这里

就可以下车，检查好考试必备用品，家长可以继续往

前开，附近就有停车场。”现场维持秩序的七八名交警

全力保障考点门口交通顺畅，引导学生安全通过路口

走进考场。同时，交警利用手台，实时与周边警力互通

有无，并利用智慧交通指挥系统动态调配周边路口的

红绿灯间隔时长。

  “每个考点的交通疏导方案都不一样。”北京市公

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秩序处科长王晓旭说，交管部门

在考前与属地街道、考点学校加强对接，逐校踏勘周边

交通情况，对考点周边道路交通设施、标志标线开展集

中排查，共计复划交通标线1.1万平方米。同时，通过制定

“一校一图一策”的个性化疏导方案，明确考点周边交通

流线，加强考点周边交通秩序维护，并对40条道路采取

临时禁行或单行措施，保障考点门前有序畅通。

  此外，北京交管部门对可能影响考试环境的546

处占路在施工程，提前协调停止施工，为考生提供安静平

稳的考场环境。针对今年送考车辆增多的情形，交管部门

积极协调社会单位，拓展各类停车资源，全市累计增设临

时停车位5800余个，方便家长接送考生。

  “一路过来都能看到交警在指挥交通，疏导堵点，

本以为找不到停车位，看来是多虑了。”考生家长李女

士对交警的护航给予充分肯定。同一时刻，交警作出

“加油”的手势，“祝考生金榜题名，旗开得胜”。

  图① 北京市交警在考点门口引导送考车辆驶入

专用通道。

本报记者 徐伟伦 本报实习生 范嘉豪 摄  

  图② 6月7日，江西省分宜县公安局民警在高考

考点与考生击掌加油。

本报记者 黄辉 本报通讯员 黄小军 摄    

  图③ 在广东省梅州市高级中学考点，考生们在

民警引导下，有序通过智能安检门进入考场。

 本报记者 邓君 本报通讯员 凌如汕 摄    

考生忘带身份证，现场制发立等可取
记者直击京粤赣公安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 本报记者 温远灏

  6月5日早上7时20分，北京市朝阳区某小学门口迎

来了送孩子的早高峰。校门口附近路段，不少私家车堵

在路上缓慢前行，而三四辆“老年代步车”靠着车身小

的优势“见缝插针”快速赶到了校门口。

  一位老人从“老年代步车”上缓缓走下来，然后把

坐在里面的孩子抱下来，一边给他背好书包，一边提醒

他作业本放在哪里，还不断叮嘱他“今天在学校里不要

打闹”……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调查发现，上下学时段的学

校门口、菜市场等地，有不少“老年代步车”出没。由于

老人行动比较缓慢，且此类车辆普遍存在无牌无证驾

驶的情况，不仅容易造成交通堵塞，也带来了一定的安

全隐患。

  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老年代步车”实际上是违

规电动三、四轮车，实践中存在不少违规逆行、霸占车

道、乱停乱放等问题，既扰乱道路秩序又危害公共安

全，亟待整治。同时，城市交通网络应该充分考虑老年

人的出行需求，补足“最后一公里”的短板。

实为违规三四轮车

  6月1日傍晚，北京北三环马甸桥附近路段又迎来了

晚高峰，正当一长串汽车被堵在路上动弹不得时，几辆

“老年代步车”从车流缝隙间歪歪扭扭穿梭而过。

  在不远处的道路边，一条红色宣传横幅上醒目地

写着：2024年1月1日起，违规电动三、四轮车不得上路

行驶。

  根据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等五部门2021年7月联合发布

的《关于加强违规电动三四轮车管理的通告》，违规电动

三、四轮车过渡期截至2023年12月31日，过渡期后不得上

路行驶，不得在道路、广场、停车场等公共场所停放。

  据交管部门介绍，违规电动四轮车缺乏车辆安全

技术标准，合规的只有新能源纯电动汽车。合规电动三

轮车则应是列入工信部产品名录的车辆，且要尽快到

机动车检测场完成验车程序后，到北京市部分交通支

大队车管站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符合申请条件和相

关规定的领取京B摩托车号牌，同时驾车时驾驶人需持

有相应准驾车型驾驶证。

  因此，交管部门提示，所谓的“老年代步车”，因无

牌无证驾驶等特点，其实就是违规电动三、四轮车。

  记者近日实地走访发现，不仅有大量“老年代步

车”经常出现在学校、菜市场周围，甚至有时会在车流

量较大的公共道路上看到违规电动三、四轮车的身影。

这些车辆经常无视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甚至人行道

的界限随意穿行。

  记者询问一位停在北京某小学门口的“老年代步

车”司机，这位头发花白、年过七旬的老人说，他主要是

开车接送孙子上下学，并不清楚车辆从明年开始将禁

止上路的规定。

  在得知“老年代步车”即将被禁后，家住北京西城的

徐女士表示非常支持。“这些‘老头乐’经常乱停乱放，挤

占充电桩，把小区道路堵得水泄不通。还有人从家中私

拉电线充电，造成火灾隐患。现在终于有人管了！”

引发各类交通事故

  记者查询公开资料发现，因驾驶“老年代步车”引

发的交通事故时有发生，其中一部分是因驾驶者本身

缺乏安全驾驶意识，肆意闯红灯、变道、加塞等造成的。

  北京市公安交管局的数据显示，2022年，仅北京就

发生违规电动三、四轮车交通事故131起，死亡逾百人。

2020年至今，北京警方已查处34.5万起电动三、四轮车的

逆行、闯红灯、乱穿道路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除驾驶员自身随意驾驶导致事故的原因之外，一

些“老年代步车”本身便质量堪忧，存有不少安全隐患。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老年代步车”看起来构

造简单，但如需保障安全，生产制造的技术要求和标准

并不比其他交通工具低。然而，许多生产厂家却是“挂

羊头卖狗肉”。有许多生产“老年代步车”的企业根本就

没有生产资质，只是在原来要被淘汰的电动车基础上

罩了个壳子，做成“老年代步车”的样子便对外售卖。

  “有些连安全带都没有，车身使用的通常也都是非

常廉价、容易破碎的低强度玻璃钢材质。”上述业内人

士说，大多数车重心高、底盘轻，一个快速漂移或大幅

度转弯，可能就会侧翻。

  北京工业大学城市交通学院院长陈艳艳介绍，部分

生产厂家可能在车辆结构、刹车系统等关键部件上节约

成本，导致车辆安全性能较低；部分违规电动三、四轮车

使用劣质电池，还存在着爆炸、火灾等风险。同时，通常

观念认为低速电动三、四轮车无需驾照，部分驾驶电动

三、四轮车的人群缺乏必要的驾驶技能和安全意识，常

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之间穿梭，并发生闯

红灯、逆行等违法行为，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整治同时兼顾出行

  近年来，由于违规电动三、四轮车存在诸多安全隐

患，有关部门监管也逐渐趋严。

  早在2018年11月，工信部等六部委就曾印发《关于

加强低速电动车管理的通知》，明确将“老年代步车”纳

入被监管的低速电动车范畴。

  2019年年初，全国各省市区相继出台相关政策，对

市场存量低速四轮车给予2年至5年的退出过渡期，同时

严禁新增产能。

  “这一类车辆类型多，品牌繁杂，它们没有车牌，只

写着‘老年代步车’‘内燃观光车’‘低速电动车’等字

样。身份上的模糊，导致其在道路管理、法律政策上的

界定同样模糊不清。”广东合拓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梦凯

介绍，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和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电动三、四轮车属于机动车，但它们当中绝大部分

未经工信部许可生产，未列入《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

及产品公告》，车辆性能不符合机动车安全技术标准，

不能注册登记申领号牌，不能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强制险。

  “整治这些车辆是出于对交通安全的考虑。”吴梦

凯说，从多个地区的集中销毁情况来看，大多被查收的

车辆都是冒牌的低质量车、性能达不到标准的报废车

以及拼装车、改装车，这些车辆不仅容易发生交通事

故，甚至在出现交通事故后，也无法为司机和受害人争

取到有效赔偿。

  针对当前存在的“老年代步车”乱象，陈艳艳建议

强化对生产厂家的监管，确保车辆质量和安全性能，从

源头上控制安全隐患；规范市场，严格执行相关法规，

对非法生产、销售和使用的行为进行严惩；提高驾驶者

的素质，加强安全教育和培训，增强驾驶者的安全意识

及驾驶技能；完善道路设施，明确电动三、四轮车的路

权，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率。

  目前，北京已经开展违规电动三、四轮车线上交售

回收处理工作，市民可通过“电动三、四轮车综合治理”

线上小程序预约办理。然而，“老年代步车”背后老年群

体的出行需求同样不容忽视。

  “目前城市老年人的出行仍面临痛点，城市交通在

适老化方面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吴梦凯说，买菜、接

娃、遛弯是目前许多老年人主要的出行需求，对于勤俭

节约的老人而言，乘坐公交地铁不如自驾电动三、四轮

车省钱。更关键的是，目前很大程度上，公交地铁并没

有解决大城市“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应该把学校、菜

场、公园更精细地嵌入城市交通网中，以增加老年人群

通过公共交通出行的意愿。

  陈艳艳建议，可以优化公交线路，提高公共交通

覆盖率；提供串联学校、菜场、公园的社区小巴服务；

加强无障碍设施建设及慢行环境建设；对公交车辆脚

踏板、座位进行适老化改造等，补足“最后一公里”

短板。

  “还可以增设学校班车，减少老年人的接送需求。

同时，大力推动研发和推广更安全、更环保的交通工

具，满足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陈艳艳说。

无牌无证逆行占道乱停乱放等问题突出

“老年代步车”该何去何从？

□ 本报记者 刘志月

  “家长送完考生，请迅速离开校门口，给其他考

生让出通道。”

  6月7日8时许，看到校门口停留的家长有所增

多，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珞南派出所轻

骑快反队执勤辅警吴希指挥家长们向设在考点大门

左侧的候考纳凉点转移。

  吴希是洪山区公安分局派驻马房山中学高考考

点的55名警力之一。

  马房山中学考点设44个考场，1301名考生，是洪

山区最大的考点。

  马房山中学考点地理位置特殊：位于主干道珞

狮路，且在二环线上，左右两侧500多米又是两条主

干道与二环线交会处，早高峰车流量大。

  7时20分许，《法治日报》记者到达马房山中学考

点。考点外，洪山区交通大队民辅警们已用20节轻质

护栏对人行横道进行物理隔离。

  “这是吸取以往经验，今年新增的一项措施。”洪山

区交通大队秩序中队中队长侯春华说，他们充分考虑

马房山中学校门离主干道近、人车分流难的现状，提出

用护栏物理隔离分流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的措施。

  随着送考车增多，护栏物理隔离分流的作用开始

显现：送考车辆即停即走，执勤交警不时帮拉车门、送考

生；送考家长送完考生，沿护栏向考点门口两侧分流。

  在物理隔离分流和现场交警的有序指挥下，8时

25分许，马房山中学考点门口神奇地“清净了”。

  直到9时30分许，马房山中学考点没有出现交通

大拥堵、没有出现考生遗忘身份证等证件、没有出现

走错考场等突发状况。

  这种“出奇的平稳”，让洪山区公安分局治安大

队大队长童艺感到“意外”的同时又很“欣慰”：这说

明前期做的很多努力，起作用了———

  为了应对考生忘带身份证等突发情况，洪山区

警方与教育部门提前沟通，由现场执勤民警先行通

过警务通等查证后放行，再联系珞南派出所户政窗

口制作临时身份证明送到考点；

  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交通事故、交通拥堵等情

况，洪山警方将分流向远端延伸，在高架匝道等处设

置引导岗，引导车辆向辅道分流，在考点南北两侧配

备应急牵引车辆，强化排堵保畅；

  为了避免送考车辆无地停车的情况，洪山区警

方与马房山中学考点附近商业体等沟通，由商家为

送考车辆提供580个免费停车位；

  为了确保高考平安有序，洪山区警方提前半个

月定期对考场周边酒店、娱乐场所等进行清查，清除

噪声等一切可能的隐患。

  “考前，我们还与教育部门联合，请各学校将即

停即走等警方维护秩序措施加到考前家长会议程，

引导考生和家长配合，这也起了很大作用。”童艺说。

记者还注意到，马房山中学考点，配备了2个智能安

检门，同时配备了备用考场、医护人员。

  “我们严格落实武汉市公安局关于‘一考点一专

班’‘一考点一所领导’‘一考点一巡逻车’等工作要

求，细化方案，多警种协同作战，温情服务，为高考保

驾护航。”洪山区委常委、区公安分局局长陈光说。

  记者从湖北省公安厅获悉，该厅此前组织召开

全省公安机关视频会议部署高考安保工作，要求各

级公安机关提前研判风险、堵塞安全漏洞、精心组织

部署，启动街面巡防高等级勤务，显性用警、动中备

勤，强化考点守护、交通保畅、打击犯罪、便民服务措

施落实，切实维护高考秩序。

  6月7日高考首日，特殊状况有，但都得以快速

处理———

  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民警徐

原将此前工作中摸排发现的、右踝骨骨折需坐轮椅

赴考考生，安全及时送到了水果湖高中考点。

  襄阳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将工作中发现的、身

患残疾行动不便考生送到考场，多名民警接力将其

背到考试教室。

  宜昌市枝江市公安局接到学校老师报警求助，5

名学生晕车无法乘坐集中送考车。民警迅速安排正

在考点执勤的铁警快骑将考生准时送到考点。

  “突发情况变少了，源于预案更细了。”从2018年

起即参加高考安保工作的童艺欣慰地说道。

“突发情况变少了，源于预案更细了”
记者高考首日探访湖北部分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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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湖北省襄阳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民警将残

疾考生背进考场。

本报记者 刘志月 本报通讯员 刘晨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