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进入长沙岳麓交警大队，当了20年交警的张迪仁还记得，刚进入警队的装
备是“两白”———白腰带和白手套。现在，光是别在腰间的就有“八小件”，更不用提酒精
检测、噪声监测、执法记录仪等其他执法设备以及拥有“黑科技”的鹰眼铁骑。

道交法实施的20年里，社会发展迅速，机动车大幅增长。以长沙为例，截至2024
年4月底，长沙机动车保有量385.18万辆，汽车保有量350.97万辆，驾驶人438.82万
人。在庞大的机动车数量前，交警部门的执法装备、执法方式也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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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更先进，执法更透明 接处警以秒为单位快速奔赴

出行不堵心，事故处理便捷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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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早高峰，长沙福元路大桥上，一台小
车不慎追尾前车，两车司机下车查看后，双方迅
速达成共识———后车司机赔偿200元， 从事故发
生到转账到账仅有1分钟。 后车驾驶员把行车记
录仪视频发到短视频平台， 引发大量网友点赞。
此举也引来长沙交警点赞：“文明、快速，没有造
成拥堵，值得学习。”

“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推行多年， 观念深入人
心， 从一种便民执法手段成为广大交通参与者的

‘共识’。” 长沙岳麓交警三中队民警张迪仁介绍，
营盘路过江隧道西往东方向是该中队的辖区。多
年前，每当发生事故，总有驾驶员固执地原地等交
警到现场处理，或者打电话叫朋友来帮忙看现场，
不但造成拥堵，还可能引发二次事故。

“现在我们接到事故处警， 有的驾驶员只需
要简单指导就能通过‘交管12123’ 进行视频快
处，还有的驾驶员自己拍好事故照片，把车挪到
了隧道东口安全位置，等我们过去。”张迪仁说，
2004年进入岳麓交警大队，他见证了道交法实施
这20年长沙日新月异的变化和市民法治意识、文
明出行意识的提升。

“以前河西枫林宾馆前面有个转盘， 那时候
摩托车最多，其中无牌无证摩托车不少，一旦发
生交通事故，肇事逃逸时有发生。”张迪仁说。随着
道交法及相关配套法律法规的实施， 尤其是2013
年被称为“史上最严交规”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
和使用规定》（公安部123号令）实施，加大对涉号
牌交通违法打击处罚力度， 驾驶摩托车需要考驾
驶证、摩托车也要买保险成为共识，摩托车交通违
法和交通肇事逃逸大大减少。

张迪仁还记得， 刚进入警队的装备是“两
白”，即白腰带和白手套，而现在，光是别在腰间
的就有“八小件”。“以前发生事故，受限于当时的
科技发展水平，从接到报警起，光是层层传达就
耗费不少时间，而现在，出警是以秒为单位，越快
处置，道路越快恢复畅通。”张迪仁说。

记者了解到，目前长沙已有一半以上轻微交
通事故的驾驶员通过“视频快处”完成定责，当事
人只需通过“交管12123”APP就能在线视频报
警， 配合接警人员视频取证后就能将车开走，不
用交警赶到现场，目前“视频快处”事故平均处理
时长已经缩短到5分钟。

【便捷高效】
接处警从层层传达到以秒为单位赶赴现场

望城区法院作为湖南最早的一批道路交通事
故损害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 试点法
院，在启用的“道路交通事故纠纷诉前调解平台”
中， 对部分交通事故案件可线上采集当事人及责
任认定信息，还能进行理赔试算、在线调解、司法
确认调解协议、一键理赔等。由交警、司法局调解
室、法院交通巡回法庭组成的“三位一体”解决交
通事故纠纷的模式，当事人不用四处奔波。人保财
险、平安保险、国寿财险等5家保险公司工作人员
轮值接待调处工作。

人保财险公司人伤跟踪岗工作人员伍沐阳介
绍，比起保险公司，部分当事人对交警、人民调解
员、法官更加信任，当事人更愿意来调处中心，遇
到疑惑可以现场咨询。 保险公司也愿意选在调处
中心协商，效率更高。当事人少跑腿，协调透明高
效，多方共赢。

最近几年， 尤其是2019年长沙试点统一交通
事故赔偿标准以来，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同命同
价”实施后，律师在大部分交通事故中起的作用在
降低。“一方面是道路环境更安全， 交通事故尤其
是有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当
事人法律意识提高，伤者能得到哪些赔偿，赔偿采
用什么标准， 在调处中心墙上挂着的表格中一目
了然，还能通过调解平台来测算，有争议的地方很
少，律师更多的是跑跑腿。”一名律师表示。

案件调解成功，部分当事人不放心，还会申请
对人民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 当事人不用多跑
一趟，交通巡回法庭法官可当场作出裁定书，确认
调解协议有效。2023年， 该调解中心调处案件465
件，其中102件进行了司法确认。即使当事人拒绝
调解或者调解没能成功， 也能在同一地方提起诉
讼维权，真正做到交通事故各方“进一个门办完所
有事”。

近年来，公安交管部门深化简政便民，深入推
进互联网+交管业务，先后推出“一证即办”“跨省
通办”“网上快办”等公安交管改革措施，大力推动
交管业务“掌上办、网上办、就近办、公开办、不见
面办”，车检难、驾考难、进城难等群众反映强烈的
突出问题总体上得到解决。

发生交通事故有人受伤， 不管责任怎
么划，先打电话“摇人”。“谁闹谁有理”“谁
弱谁有理”这样的状况在多年前并不罕见。
而现在，发生有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后，交
警、保险行业协会、人民调解委员会、法院
等多部门及时联动高效处置。有律师直言，
随着群众法治意识提升， 在大量的交通事
故中，律师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小，更多的是
帮忙跑腿。

5月17日， 长沙市望城区交警大队122
中队办公楼，几个人拿着资料在等待。办公
楼前还挂着望城区交通事故调解室、 望城
区法院交通巡回法庭以及望城区道交纠纷
“网上数据一体化”调处中心几块牌。

“法官你好， 保险公司要我签这份协
议，说是给伤者垫医药费，我要不要签？”驾
驶员刘某拿着两张打印好的纸问法官。今
年2月，刘某开车撞到行人，交警认定刘某
全责，伤者已经经历过一次手术，现需要第
二次补颅手术， 需由他投保的保险公司垫
付12万多元支付到医院用于伤者继续抢
救。尽管保险公司告知可以签，但他坚持找
法官问一问。

面对刘某的询问， 望城法院交通巡回
法庭庭长王科耐心解释了协议的作用，刘
某签下名字， 将预付协议交给了现场的保
险公司工作人员。

【联动处置】
道交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调处

【简政便民】
交通事故处理，进一个门办完事

长沙女交警在黄兴路步行街繁华路段巡
逻值勤。 长沙交警 供图

5月17日，长沙市望城区道交纠纷“网上数据
一体化”调处中心，法官王科（中）正组织代理律师
（左）与保险公司进行事故调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