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2004年12月2日起，《洛阳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这是2004年5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交通安全法》）实施之后全国第一部地方性配套法规。

近年来，我市交通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面对“中国式过马路”以及机动车数量激增造成的拥
堵等交通管理新问题，这部法规的不适应性日益凸显。近日，我市相关部门通过向社会征集意见等形式，
着手对其进行首次全面修订，求解交通管理中的“疑难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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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烟
上涧村位于宜阳县莲庄镇南部，因该村位于涧

河宜阳段上游，故得名上涧。以前，上涧村还有两个
兄弟村庄，都因涧河而得名，该村以北的涧河中游地
区是中涧村，涧河下游地区是下涧村，后因名称不雅
及人口迁徙，中涧村与下涧村逐渐合并为涧河村，目
前只剩下上涧村和涧河村。

在上涧村村西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许多人
名。上涧村村党支部书记何新庆介绍，新中国成立
以前，有一群土匪从该村路过，心生歹念，想要抢夺
村民的粮食，村民拼死抗争，家园终保住，但死伤惨
重，伤亡人数有200多人。

此后，村民们为纪念这些保护家园而牺牲的人，
在村西立了块石碑，并把农历三月十四设为纪念
日。直到今日，每年的农历三月十四，该村都会举办
过会（我国农村民间习俗之一），大家来此赶集、唱大
戏，以此方式怀念当年牺牲的村民。

“这一事件使得当时村里人口减少，此后陆续有
其他地方的人来此居住，上涧村久而久之便成为‘移
民村’。”何新庆说，现在，村里姓氏很多，有何姓、高
姓、许姓、王姓、梁姓、蔡姓等。

■人文自然
上涧村位于宜阳县城西南部，距离县城约20公

里，东南部与赵保乡相邻。该村村域面积1.67平方
公里，其中耕地面积 1500 多亩。全村辖 2 个自然
村，共有村民240户1050人。

上涧村属丘陵地貌，东南山地、西北川地，南车
线、礼上（安虎线至上观乡）公路绕村而过，电力、通
讯线路纵横交错。

村西的涧河为该村提供了充沛的水源，肥沃的
川地为农业种植创造了良好条件。该村小麦、玉米
等粮食作物占2/3，蔬菜等经济作物占1/3。

■今日上涧
何新庆介绍，上涧村西依涧河，水源丰富，造就

了该村特殊的土壤条件，土壤中富含多种微量元素
及有机质，特殊的土壤条件使得该村种植的蔬菜和
瓜果品质高、口感好，“上涧瓜果”成为周边响当当的
品牌。

近日，记者来到上涧村，只见南闫路旁整齐排列
着一个个塑料大棚。何新庆介绍，蔬菜种植一直是
该村重点发展的农业之一，20世纪80年代时，该村
就发展露地蔬菜种植，露地蔬菜种植面积达 200
亩。该村出产的西红柿和大葱很出名，西红柿颜
色重、表皮有光泽、口感甜，大葱味辣，在市场上很
抢手。

上涧村的蔬菜品质好，但由于该村位于河川地
带，冬季冷风大、气温低，对蔬菜生长有不利影响。
因此，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上涧村村民开始发展
温室大棚养殖，露地蔬菜陆续进入大棚。此举一
方面减弱了冬季河川地势冷风急的威胁，另一方
面通过温室大棚发展反季节蔬菜，还能增加村民
收入。

“目前，全村共有温室大棚 87 个，被河南省认
定为首批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一年四季都有蔬
菜出棚，能供应洛阳市区及周边地区。”何新庆
说。

除了蔬菜，上涧村依靠温室大棚种植的精品西
瓜也很出名。这种精品西瓜皮薄似纸、瓤甜如蜜，每
个西瓜重2公斤至3公斤，通常反季节上市。目前，
该村还创出了品牌，涧水牌、绿健牌精品西瓜很受市
场欢迎。

走进村民何会通家的塑料大棚，一片芹菜长势
正旺。“这些芹菜马上就要上市了，这茬菜收割完，我
就开始种精品西瓜了。”何会通说，现在开始育西瓜
苗，等到五一时，精品西瓜就能集中上市。

“我这一个大棚能种2200株的西瓜秧，一茬的
产量约 2000 斤，卖个万把块钱不成问题。”何会通
说。

目前，上涧村的名牌果蔬销路不错，主要销往三
门峡、郑州等地。为了促进果蔬业发展，上涧村还成
立了蔬菜瓜果协会，通过聘请农业专家等，为村民提
供技术服务、信息咨询、销售联络等。

“下一步，村里计划筹集资金，将现有的塑料大
棚逐渐升级为日光温室，进一步提高上涧果蔬的品
质和产量。”何新庆说。

本报记者 赵佳 特约记者 田义伟 特约通讯
员 张珂 文/图

宜阳莲庄②

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

上涧村：
涧河滩上水土肥
名牌果蔬响当当

近期，我市正在面向社会征集《洛阳市道路交通
安全条例》修订意见——

修订地方法规，
求解交通管理求解交通管理““疑难杂症疑难杂症””

本报记者 张喜逢 通讯员 潘华武

在遵守《交通安全法》等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前提下，2004年9月25日，经
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一次会议批准，共计35条的《条例》
于同年12月2日开始实施。

“《条例》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的
全国第一部地方性法规。这在当时是
很大胆的举措，立法动机是为了结合本
地实际，更好权衡人、车、路三者关系。”
曾参与2004年《条例》起草的市交警支
队法制科科长张雅萌说，我市作为我省
具有地方立法权的两个城市之一，能以
立法形式对交通管理进行细化、补充可
谓难得。

《条例》在实施头几年发挥作用明
显。在《交通安全法》未明确规定车辆
改装后如何强制管理、营运客车违法
情形细化认定等情况下，《条例》予以
明确说明、补充，使一些有执法依据却
执行难的交通违法行为得到进一步规
范，对我市交通管理起到重要的促进、
保障作用。

随着我市交通形势的变化，在当下
的交通形势中，《条例》的不适应性日益
凸显，已难再有更大作为。

2004 年至今，我市机动车保有量
达94万辆，比2004年增长了129%，行
人、非机动车存在“中国式过马路”的问
题，电动车、老年代步车、助力车等交通
工具存在界定难、管理难的问题……面
对新老问题的叠加，《条例》一直未能与
时俱进。

而在一些业内人士眼中，《条例》除
了内容已脱离实际外，还存在规定笼统
等问题，使交警陷入执法难的尴尬境
地。

行人闯红灯带来的“中国式过马
路”现象，成为执法难的典型。“《交通安
全法》《条例》，对行人、非机动车闯信号
灯通行都明确规定可处警告或经济处
罚，可在实际执行中，警告无效后对方
一句‘我没钱’，我们就没办法再处罚
了，没有可变通的其他措施予以惩戒。”
西工交巡防大队一民警说。

12 日至 15 日，市政府法制办、市
交警支队等相关单位邀请社会各界代
表研讨《条例》该怎么修订？重点又在哪
里？

“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除了给通
行的机动车及其自身带来风险之外，也
让交通不畅，应该予以严管重罚，光靠
口头警告难以遏制这种现象。”“机动车
停车位本来就紧张，配套建设的停车场
地不足，应该通过立法予以明确规范。”

“一些道路施工不科学，道路封闭后，给
车辆、行人通行带来影响。施工方应采
取适时错峰施工的措施，尽可能保障通
行。”……

我们从连续 3 天的座谈会中听到
了来自市民、执法部门、营运行业等方
面的声音，问题多集中在停车、老年代
步车管理、行人闯红灯、渣土车监管、占
用城市道路施工等方面。

一些市民认为，助力车、老年代步
车、渣土车带来的问题日渐凸显，建议
在修订《条例》时，应明确规定如何监管
这些车辆。例如，《交通安全法》对渣土
车交通违法及车辆要求有规定，但在实
际监管过程中，较低的处罚使车主屡次
违犯交通法规。因此，有人建议，从源头
上对这些车辆进行管理，通过地方立法
加大对车主及用车单位的限制和处罚
力度。

参会的客货运输企业负责人则认
为，当下，客货运车辆出现较大交通事
故等情况后，管理部门往往会依法追究
客货运输企业负责人的责任。而在实际
操作中，因相关规定不完善、滞后，使得
企业相关负责人有些冤枉。例如，按照
规定，考取客货车驾照的司机在领取机
动车驾驶证后的 1 年实习期内，
禁止开客货车，驾照上也会
显示有“实习”字样。但
一些人为了及早上
岗挣钱，就假借

遗失补换的名义，把原有驾照上的“实
习”字样去掉，违规驾驶，给所在企业带
来风险。因此，建议，对客货运输企业存
在的此类新情况，在地方立法规定中应
予以补充、细化，彰显公平。

交警作为交通管理的主要执行者，
他们反映行人、非机动车乱闯信号灯等
存在有法可依却执法难的问题，建议

《条例》修订要更具可操作性，希望通过
立法整合资源，让电子监控设备不再

“各自为战”，实现资源共享，发挥更大
作用。

此外，一些交警还提出，对驾驶人
员醉酒驾驶吊销驾照等行为，执法过程
涉及检察院、法院等多个部门，应该明
确责任，多部门联动管理。

另外，在遵守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前
提下，不少交警建议此次修订要有创
新。比如，有人就建议，鉴于夜间交通肇
事逃逸后，存在一些监控拍摄车辆号牌
不清的情况，对一些重点车辆，可规定
必须同警车一样在车顶喷涂放大号牌。

当下，有一些交通管理新问题亟待
解决，而“重典治乱”已经成为交通法制
建设、交通执法与管理的主要路径。无论
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哪，究其根本，各方声
音是对人、车、路三者利益如何权衡的重
新思考。《条例》修订应该把“以人为本”
作为主线来考量，尽可能全面囊括当下
在交通管理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供
切实可行的操作规范。

我们从相关会议中得知，此次我市
立法机构对《条例》进行全面修订，并非
仅仅为了解决当下交通管理工作中存在
的疑难问题，而是为了让这个重要的地
方性法规更具前瞻性、更“长寿”。

去年8月，我市相关人员前往重庆、
成都、深圳、合肥、南京等地，对当地道路
交通安全立法情况及法规文本进行专项
调研考察，并通过社会征集的方式收到
过万条来自我市不同行业的建议，把修
订重点放在秩序管理、方便群众、事故救
助三方面。

参与此次修订工作的市交警支队相
关负责人介绍，通过修订地方法规，细
化、补充相关规定，解决人、车冲突只是
法律作用的某个层面。最重要的是让法
规约束涉及交通管理的多个部门，细化
其责任，真正实现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这样才能改变大环境。

我们发现，除了对我市在全省率先
建立的交通事故人民调解、事故救助基
金等机制通过地方立法予以固定、强化
外，此次修订思路在争论中，也有了从偏
重保护行人向权衡机动车利益的变化，
尤其是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方面，让责
任划分更加合理、更具可操作性。

一名参会的律师表示，“生命权大
于通行权”的提法没有不妥，可当下行
人、非机动车、助力车的交通违法行为
无疑加剧了交通拥堵情况，这也是交
通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修订后
的《条例》中要有能够化解这方面矛盾
的内容。

近期，《条例》修订前期的征询意见、
建议仍在进行，修订法规求解交通管理

“疑难杂症”，体现立法进步之余，也直接
影响每个交通参与者，我们期待新规落
地后带来的实效。

1.停车场配建不足和擅自将停车场挪作
他用的现象亟待规范。

2.市政设施建设应该为行人创造必要的
通行条件，占用城市道路施工等非交通活
动，应加强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明确有关
主管部门和道路维护管理单位的监督职责。

3.渣土车、混凝土搅拌车的管理缺少详

细相关规定，应将其完善。
4.环保部门的机动车尾气检测与机动车

年检捆绑后，相关配套措施应予以明确。
5.《交通安全法》对醉酒、饮酒驾车和伪

造号牌等做出了加重处罚的规定，如何使这
些规定更全面、有效落实，需要做出细化、具
体规定。 （喜逢）

新老问题叠加，《条例》已难以适应形势

如何进行修订，社会各界有话说

广泛征询意见，只为《条例》更完善

《条例》拟修订的部分内容

上涧村村民在大棚中喷洒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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