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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下发指导意见部署治理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 专家解读

严管严治实现酒驾醉驾三下降
赵丽 董佳莹

杜绝酒驾不妨“大义灭亲”
张立美

规范文件作指导

自觉守法保安全

“严格执法从严管理,发动社会共建

共治,加大警力投入,坚持日常严管与专

项打击、集中整治、区域联治相结合,坚

持严格执法与广泛宣传、源头劝导、曝光

惩戒相结合,坚持定点查缉与流动执法、

滚动巡逻、精准拦截相结合,城市、县乡、

高速全覆盖、同部署、共整治,白天、夜间

不间断、无盲区、全管控。”这是此次《意

见》提出的治理措施。

黄海波补充说,通过《意见》下发,逐

渐将查酒驾的具体措施布置在社会的各

个方面,包括城市、城乡接合带和乡下地

区,通过严管严治,加大酒驾的查处力

度,肯定会收到越来越好的效果。

公安部交管局相关负责人称,一是

保持常态严管严查。北京、天津、上海等

地将查处酒驾作为日常执法重点,定点

整治和滚动巡逻相结合,每天组织警力

开展酒驾夜查行动。

二是集中开展整治。浙江、福建、贵州

等地定期组织全省统一行动,加强区域联

动,形成整治声势,扩大震慑效果。山西、

辽宁、河南等地不定期组织全省异地用

警,跨区域作战,有效减少执法干扰。

三是加大农村整治力度。重庆、贵

州、甘肃等地组织执法小分队、缉查小组

等专业力量,充分发挥农村“两站”“两

员”作用,加大对农村地区酒驾、醉驾整

治、劝导、举报力度。

四是加强警种联动。福建、江西、广

东等地联合治安、巡警、特警开展联动执

法行动,对阻碍民警执行公务、暴力抗法

的案件快速处置、严厉打击。

五是密切公检法协作。内蒙古、安

徽、四川等地积极协调法院、检察院,推

动建立完善快侦快诉快审机制,有效提

高办案效率和质量。

六是深化科技应用。黑龙江、山东、湖

南等地试点推广“智能化酒驾检测系统”,

现场即测、即读、即报呼气酒精检测数值,

并实时传输存储,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

黄海波建议,未来还要加强执法力

度,要加大经济投入、精力投入、时间投

入和人员投入,兼顾好各个方面。同时希

望驾驶员主动践行，而不是被动被查。实

际上,真正能够保障自身安全的,还是自

己主动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安全出行,安

全回家。 （据《法制日报》）

最近有一则新闻引发了大家的

热议。河南焦作高速交警接到举报

称，一女子酒后驾驶一辆开封牌照

的白色轿车，在焦作境内高速公路

上行驶，车上还载着一个 9 岁的男

孩 ，而 举 报 人 却 是 该 车 驾 驶 人 的

丈夫。

女子因琐事与丈夫吵架，随后

喝酒开车出去散心，丈夫选择举报。

从表面上，丈夫这一举动实在是不

近人情，完全不念夫妻之情，甚至带

有“报复”的味道。但从法律和情理

角度来讲，丈夫举报妻子酒驾，这显

然是对妻子和孩子生命安全的一种

有力保护，值得我们点赞。

“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

早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因为酒驾、醉

驾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极易引发

交通事故。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酒

驾，由于车速特别快，一旦发生交通

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因此，驾驶人

酒驾、醉驾不仅是对自己的生命安

全不负责，更是对乘车人生命安全

的不负责。

再者，从法律角度来说，酒驾、

醉驾属于违法犯罪行为，需要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尤其是一旦因酒

驾、醉驾引发交通事故，特别是造成

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酒驾、醉驾的

驾驶员则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妻子酒驾散心，在没有发生交

通事故之前，丈夫选择报警，让交警

部门及时制止妻子继续酒驾，除了

是对妻子和孩子生命安全的保护之

外，也避免了妻子因酒驾而酿成大

错。妻子在法律上属于一般酒驾行

为，只需要按照普通酒驾行为接受

处罚，避免了酒驾妻子有可能遭受

到的牢狱之灾，这实质上是挽救了

酒驾的妻子。

每个人不管是遇到喜事心情高

兴多喝几杯酒，还是心情不好选择

借酒浇愁，都不能选择酒驾，一定要

恪守“酒后不开车”的铁律，这是一

个人应有的责任和担当。同样，在遇

到亲戚朋友酒驾、醉驾时，我们一定

要及时劝阻，不能任由亲戚朋友在

侥幸心理之下进行酒驾、醉驾，必要

时就得用“大义灭亲”的方式，选择

报警保护酒驾、醉驾的亲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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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林市交警部门
8天查处酒驾459起

3 月 5 日晚，广西玉林市交警支

队直属一大队在辖区江滨路云天文

化城门前路段开展夜查统一行动。21

时 50 分许，一辆黑色轿车由排埠桥

往新南桥头方向行驶，刚驶过红绿

灯，驾驶员突然发现前方有交警设卡

查车，急忙将车刹停，但还是被执勤

民警发现了。就在民警欲上前检查

时，该驾驶员突然打开车门，撒腿就

往排埠桥方向逃跑。民警立即追赶，

追了约80米后将其控制。

经查，驾车男子姓吴，当天与同

学聚会，席上喝了几杯酒。民警对吴

某 进 行 酒 精 浓 度 检 测 ，结 果 为

74mg/100ml，属 于 酒 后 驾 驶 机 动

车。民警依法对吴某作出记12分、罚

款 1000 元并暂扣机动车驾驶证 6 个

月的处罚决定。

据统计，2月 26日至 3月 5日，玉

林市交警部门连续8天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整治交通违法行为“霹雳行动”，

共设置检查卡点 27 个，检查各类机

动车24000余辆，查处酒驾459起，其

中电车酒驾48起。

（据《玉林日报》）

广东酒驾违法
纳入个人信用记录

3 月 6 日，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

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召开春运道路

交通安全工作总结发布会。2019 年

春运期间，全省发生的道路交通事

故起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与去

年春运同期相比分别下降 10.9%、

15.9%、10%。

从 3月起至12月底，全省交警部

门组织开展为期 10个月的治理酒驾

醉驾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查处的

酒驾醉驾典型案例将进行集中曝光，

并推送给“信用中国”网，加大惩戒力

度，提高震慑效果。

据了解，2018 年，广东省公安厅

起草了《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信用信

息管理办法（试行）》，将交通安全失

信与个人信用挂钩，税务、安监、银行

等部门也将采取相应措施。

交管部门定期汇总已作出行政

处罚的驾驶人的交通违法信息、已划

定事故责任的机动车驾驶人的事故

责任信息等，形成交通安全信息守信

名单和失信名单制度，运用大数据技

术完善信用记录，推送至“信用广

东”，面向社会提供查询，严重失信者

出行、贷款都受影响。

（据《广州日报》）

吉林省将采用
人脸识别技术
查处酒驾醉驾

新华社长春3月 7日电（记者 段
续）记者从吉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获

悉，从即日起至今年年末，吉林省将

在全省范围内集中开展酒驾醉驾违

法犯罪专项治理行动，将利用高清摄

像头等监控设备，通过人脸识别精准

查处酒驾醉驾行为。

据介绍，吉林省交警科技部门正

在探索建立酒驾醉驾生理特征模型，

利用高清摄像头等监控设备，通过人

脸识别、二次识别等技术，精准研判、

实时推送酒驾醉驾嫌疑车辆信息，路

面民警能够随时实行精准拦截查缉。

吉林省交警将参考互联网企业

酒后代驾热力图和本地代驾行业数

据，明确治理重点，要求各地年均检

查次数不低于本地机动车保有量。同

时，要求各级交警部门严格执法，对

党员、国家工作人员的酒驾醉驾行

为，一律通报纪检监察部门。

近日,为遏制酒驾醉

驾违法犯罪和肇事肇祸

多发问题,持续保持严管

高压态势,公安部交通管

理 局 下 发《关 于 2019 年

治理酒驾醉驾违法犯罪

行为的指导意见》(以下

简 称《意 见》), 部 署 各 地

公安交管部门常态长效、

综合治理酒驾醉驾违法

犯罪行为,全力为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创造良好的

道路交通环境。

今年是醉驾入刑第 8

年。8 年来,交管部门依法

查处酒驾、醉驾,对交通

违法行为严查狠打,筑牢

交通安全防线,但仍然不

断有人以身试法。

缺乏自律心存侥幸

酒驾醉驾顽固反复

今年2月14日,据广东省官方信息,

春运期间,警方查处醉驾2000多宗。

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通报的数据显

示,自 2018 年 11 月 14 日公安部交管局

部署全国公安交管部门严整严治酒驾醉

驾违法犯罪行为以来,截至2018年 12月

3日,全国共查处酒驾 5.8 万起、醉驾 1.3

万起,因酒驾醉驾造成的交通事故明显

减少,未接报因酒驾醉驾导致的一次死

亡 5 人以上交通事故；据公安部最新数

据,2018年,全国共有17264人被依法终

生禁驾,其中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

车发生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有5149人,

造成交通事故构成犯罪且有逃逸情节的

有12115人。

而早在 2011 年 2 月,刑法修正案

(八)通过,增设了“危险驾驶罪”,醉酒驾

驶机动车位列其中,即俗称的醉驾入刑,

并于当年5月开始施行。

在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

柱庭看来,从上面的几组数据来看,醉驾

的数量确实很多。但若放置于全国交通

违法的总量中,则不算多。酒驾和醉驾呈

现出反复性、顽固性和长期性等特征。关

于呈现这些特征的原因,张柱庭认为是

多重因素叠加在一起的结果。

“首先是交通驾驶员的自律不够,自

觉性差；其次是执法力度呈现选择性,有

时候治一治,有时候就不治理了。”张柱

庭说,“再次,从社会文化和法治角度来

看,酒后不开车的意识尚未在公众心里

扎根,这是交通文化的缺失。此外,在农

村地区和中小城市,酒后驾车依然存

在。而且,如今普遍是新获得驾驶证的

年轻驾驶员,在醉驾入刑的8年里,这些

年轻驾驶员对酒后驾驶和醉驾的认识还

未到位。”

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专业委员会秘

书长黄海波介绍,酒驾问题由来已久,经

历了不同的发展时期,从入刑之前大量

存在,到入刑之后明显减少,“司机可能

没想那么多,以为自己就喝一点,还是可

以开车。而且,在一些偏远地区,警力也

没有布置到位,这些地方的司机抱着喝

了酒开车没有警察发现的侥幸心理。目

前关于酒后驾驶违法犯罪的立法应该比

较全面,主要问题还是执法,以及数据的

科学性问题”。

集中整治不治本

源头施策乃良方

黄海波分析,《意见》的出台背景是

针对酒驾醉驾反复性、顽固性和长期

性的特点,为遏制酒驾醉驾违法犯罪

和肇事多发的一些问题,杜绝酒驾行

为发生,具有积极意义。对于保护道路

当中不特定的第三人,即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也有积极作用。“《意

见》要求每天开展路检路查,定期组织

一些统一行动,特别是在一些全国性

的重要节日,要展开联动的、零酒驾的

创建活动。这些行为一旦落实到位,对

于避免酒驾肯定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黄海波说。

据张柱庭介绍,根据 2017 年最高人

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

导意见》规定,量刑的步骤是先确定基准

刑,然后根据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并综

合考虑全案情况,依法确定宣告刑,即最

后的判决结果。

“其中,对危险驾驶罪如何量刑作了

一些具体规定。经过一年多实践后,总结

出台《意见》很有必要。同时从这几年治

理危险驾驶罪取得的一些成果和经验来

看,还有一些深入问题需要继续加大打

击力度。”张柱庭说。

此次《意见》提出了“酒驾醉驾交通

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实现‘三

下降’,酒驾醉驾导致的一次死亡5人以

上事故明显减少”目标。

“在执法方面,只要按照相关要求

做,造成一定的声势,肯定会实现‘三下

降’。因为这次《意见》的要求很高,定点

和流动结合,全覆盖,不间断,无盲区,全

管控。”张柱庭向记者介绍说,根据历史

经验,对于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只要严管

一段时间,就会减少。

不过,张柱庭也直言,依赖集中整治

并不治本。治本的方法是要从整个社会

环境开始做起。

张柱庭认为,应该根据道路交通安

全法要求,交通安全进学校,从小学就

开始加强教育。学生不一定喝酒,但要

告诉他们可以阻止家长酒后开车。另

外,还有几个关键环节,在驾驶员培训

时,应该加强教育。还有餐饮机构这个

源头要承担相应责任。所以,驾校是起

点,餐饮机构是源头,家庭也要承担起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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