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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按要求在这个区域等待通行。”近
日，在五岔路口，一名执勤交警指着非机动
车等待区对一名电动车车主说道。连日来，
细心的市民会发现，在拉萨市各主要道路交
叉口多了一块区域，上面标注有“非机动车
等待区”字样，与其他区域区分明显，确保了
非机动车的等待及通行安全。

记者了解到，所谓“非机动车等待区”就
是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分离行驶的路段，将
非机动车等待红灯的停车区域前置到路口
以内、人行横道的另一侧。该做法既规范了

非机动车的停车秩序，避免机动车与非机动
车混行、抢道等现象，改善了以往非机动车
停车影响机动车右转的问题，又减少了绿灯
亮起时非机动车通过路口的时间，大大提高
了道路通行效率。

设置非机动车等待区后，红灯亮时，
非机动车要停在划线区域里，机动车不得
超出停止线；绿灯亮时，非机动车与机动
车同向行驶，要注意交通安全，与前车保
持安全车距、互相礼让。市民次仁央金告
诉记者：“每天我都会骑电动车上下班，以

前等红绿灯的时候，不知道该把车子停在
哪里比较安全。现在有了非机动车等待
区，通过这些路口的时候就不用到机动车
道上与小车抢道了，感觉出行更加方便、
安全了。”

近年来，拉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加大对
非机动车行车的管理力度，在加大路面巡
逻管控力度的同时，加大道路交通安全宣
传力度，提高非机动车驾驶人的交通安全
意识。同时，在路权保障、秩序维护、配套
设施和改善环境等方面加大力度，通过对

既有步道、非机动车道进行优化整治，并在
全市32个主要路口施划76个非机动车等
待区，进一步提升城市道路通行效率、规范
停车秩序。

对此，拉萨交警表示，设置非机动车
等待区是一项新的通行模式，能够促进
交通安全和通行效率双提升，希望广大
交通参与者能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
提高道路安全意识，为拉萨市营造文明、
畅通、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

路口设“等待区”给非机动车“立规矩”

拉萨市设置76个非机动车等待区

随着拉萨市非机动车
保有量与日俱增，给城市
交通流量和交通秩序带来
不小的压力。为优化城市
主要路口交通出行效率，
拉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对
市区车流量较大路口的斑
马线进行了提升改造，设
置非机动车等待区，以缓
解机动车辆与非机动车辆
抢行抢道等问题，保障路
口的通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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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主在非机动车等待区等待。

商报讯（记者 娄梦琳）为进一步推进道路运输安全生产
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切实加强道路运输安全监管，深入推进
危化品运输车辆专项治理工作，近日，按照公安部关于 2022
年事故预防“减量控大”工作要求，自治区公安厅公安交通管
理局对2月份以来全区危化品运输车辆“五类重点违法行为”
排名前五车辆、驾驶人和运输企业进行了梳理排查。

从曝光的交通违法行为来看，存在超速、疲劳驾驶、违法
停车、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违反禁限行规定等5类重点交通违
法行为的危化品运输车辆有 78 辆（次），涉及运输企业 15
家。经核查西藏圣路通物流信息有限公司、日喀则恒发石油
专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西藏安啸燃气管理有限公司、西藏
新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西藏高争运输服务有限公司、西藏
昌都顺通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等六家企业所属危化品运
输车辆交通违法行为较多，分别居全区危化品运输车辆“五
类重点违法行为”排名前五。

由于危化品运输车运载危险化学品，通常具有易燃、易爆、
剧毒、易腐蚀、放射性等特点，车辆驾驶员出现任何一种交通违
法行为都有可能酿成大祸。因此，西藏交警将针对危化品运输
企业进行严格检查，要求企业负责人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严格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加强驾驶人交通安全教育管理，督
促车辆驾驶人安全文明行车、及时处理车辆交通违法，切实消
除交通安全隐患，预防和减小安全风险。同时，也提醒危化品
运输车辆驾驶人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文明驾驶，从我做起、
从现在做起，共同营造良好的交通出行环境。

民警检查危化品运输车辆。图由 拉萨交警 提供

西藏交警曝光部分企业危化品运输车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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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讯（记者 王静）近日，记者从人行拉
萨中支获悉，打赢脱贫攻坚战后，人行拉萨
中支迅速引导金融机构投入到服务乡村振
兴伟大事业中，有力保障了脱贫攻坚与乡村
振兴战略的平稳过渡和梯次推进，金融支持
乡村振兴战略取得良好开局。

保持现有金融政策稳定，做好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衔接工作。人行拉萨中支相关
负责人表示，人行拉萨中支引导全区金融机
构在规定范围内保持金融服务脱贫攻坚和
支持乡村振兴政策的延续性，确保力度不
减。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农户小额信贷等惠
农政策的执行力度，继续推广以“钻石、金、

银、铜”卡为载体的农牧户小额信用贷款，逐
步探索推广保单质押贷款、农机具和大棚设
施抵押贷款、联保贷款、“信贷+保险”等成本
低、可复制和可持续的创新性普惠金融产品
和服务，满足农牧户大额信贷资金需求。推
动14个边境县设置三农及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等政府风险补偿机制。

加大信贷投放，为农牧区产业振兴提供
资金支持。人行拉萨中支着力改善金融服
务、优化信贷结构，不断加大对乡村振兴的
支持力度，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明显提
升。截至 1 月末，全区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7016.25亿元，同比增长6.13%；涉农贷款余额

1552.12亿元，同比增长5.47%。其中农村、农
户贷款余额分别同比增长19.61%、7.97%。

创新涉农金融产品和担保方式，提升金
融服务水平。据了解，人行拉萨中支还鼓
励金融机构围绕乡村振兴产业项目，积极
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实施差别化的
涉农信贷产品，不断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创
新推出“雪域惠农e贷”“青稞产业贷”“牦牛
产业贷”“营造林贷”等产品，积极推出覆盖
生产经营和农牧户各类消费的“农户保证
保险贷款”“农户构建房贷”“农户家装贷”

“农户生产机械贷”“农户汽车消费贷”等特
色创新产品。

“持续深化农牧区支付服务环境建设，
创造良好金融环境。人行拉萨中支不断推
进农牧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边境地
区的金融服务力度，引导辖区金融机构通过

‘3+2’‘4+1’等流动金融服务方式，为边境农
牧民、驻边部队提供上门金融服务，填补金
融服务空白区。2021年末，全区已建成助农
取款服务点5621个，金融综合服务站132个，
金融综合服务站填补物理银行空白乡镇64
个。全年发生银行卡助农取款交易笔数
82.83万笔、交易金额12.39亿元、查询33.92
万笔，同比分别增长2.32%、17.47%、56.01%。”
人行拉萨中支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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