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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好农村路”到高速公路养护，从船舶港口到航

道枢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省交通运输厅通过调查

研究找短板弱项，分析堵点卡点，使调研工作真正成为破

解交通运输行业发展难题的“源头活水”。

省交通运输厅明确了 12 个方面内容，科学选定调研

课题，部署干部职工沉下身子、放下架子，自觉融入群众

生活圈工作圈朋友圈，综合运用蹲点式、解剖式、比较式、

征询式等调研方法，把存在的问题困难调研清楚、把面临

的风险挑战分析透彻、把改进工作的方法路径找准谋实，

达到“奔着问题去、带着成果回”的任务目标，确保调研工

作不跑空、不走样、不变味。

急群众之所急 新增网上可办事项

南昌市绕城高速公路西二环建设项目是省重点建设

项目，也是大南昌都市圈重要公路交通线，对增强城市辐

射带动能力、深入实施强省会战略具有重要意义。目前，

项目正处于大干快上阶段。不过，在办理工地实验室备

案时，流程比较繁琐、耗时长。

“项目前期在省政务服务大厅交通运输厅窗口办理

了两项许可，其中施工许可当天受理成功，工地实验室备

案花费了 20 多天，受理时间过长。”西二环建设项目工程

师吴浩文，在省交通运输厅调研组深入项目工地调研时

直言不讳，“工地实验室备案与项目的现场质量息息相

关，虽然原有流程符合有关规定，但还是希望能进一步优

化审批流程，精简办理手续。”

省交通运输厅驻省政务服务中心窗口首席代表姜小

平参与调研时，认真细致地记录下问题，对此也感同身

受。他说：“这个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近年来，省政

务服务大厅交通运输厅窗口实行‘简政便民’政策，群众

办事越来越便捷，但仍存在部分行政许可备案事项审批

时限长、审批流程多的问题。”

“现在大件货物运输市场需求旺盛，可每辆车只能办

理两个大件运输许可，办理时间又比较长，能不能进一步

优化？”“大件运输车辆行驶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施工路段

要求临时更改线路，导致车辆绕路，增加运输成本，能否

解决我们的‘出行难’？”……5 月上旬，省交通运输厅政

务办陆续组织了几场交流座谈会，企业纷纷向省交通运

输厅相关同志提建议。

高安市正峰达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况锦涛，在省交

通运输厅调研组深入企业调研时，讲述了切身遭遇。他

在办理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社会化服务备案时，虽然

事先在政务服务网上查询了需要提供的材料，但还是漏

了一项。况锦涛说：“年初一般是业务旺季，来回跑办事

大厅费时费力，能不能‘一网通办’？”

调查研究既要“调”，更要“研”和“用”。主题教育开

展以来，省交通运输厅把优化运输审批服务、解决突出问

题、服务人民群众有机结合、同频共振，将主题教育转化

为服务群众实效，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

姜小平表示，调研组深入分析整理群众实际工作中

遇到的突出难点问题，认真对照《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

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智能化便利化专业化的实

施意见》，梳理优化交通运输领域涉及群众办理事项的

“办事指南”，进一步提升调查研究检视整改的精准度。

最终，省交通运输厅调研组按照“应上尽上、应进必

进”原则，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掌上办”；持续

推动“跨省通办”“省内通办”，在落实延时错时预约服务

的基础上，实行“帮代办”制度，把政务服务的全过程向全

时域延伸拓展。主题教育开展以来，省交通运输厅推动

省本级依申请服务事项进驻清单动态调整，把过去的 88

项新增到现在的 109 项，实现厅本级依申请服务事项“应

进必进”，“一网通办”率由 52%跃升到 75%，即办件由 28
项新增到 54项。

政务服务小窗口，暖心便民大民生。省交通运输厅

还协调系统内各单位与省级政务服务平台应接尽接，打

破数据壁垒，构建“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

口出件”模式。6 月 7 日下午，货运司机胡启发真切体会

到调查研究成果转化的好处，只进了一扇门，当天网上申

报大件运输许可，下午通知领证。胡启发说：“解决了我

们来回跑、长时间等问题，真好。”

想群众之所想 动态监测乡村客运

6 月 9 日 8 时，安福县寮塘乡株木江村农村客运停靠

站点，一辆小型客车徐徐停下，在此等候的村民有序上车

前往县城。

“客运班线终于恢复开通，我们进城方便多了。在这

么短的时间内，帮助我们偏远农村解决了出行难题，真是

为我们群众着想。”株木江村村民王发生开心地点赞道。

2003 年，安福县汽运总公司下属南乡车队开通安福

至南田班线，连接株木江、谷口、岗口、官田等多个建制

村，服务覆盖 7000 余名群众，结束了当地不通班车的历

史。近些年，这条班线由株木江村村民钟富生承包经营，

去年 7月，年满 60周岁的钟富生不能继续从事客运经营，

这条开通了 20 年的班线停运，改为出行费用更高、等候

时间更长的预约响应客车。

株木江村离县城有 20 多公里，山路崎岖，留守在村

里的老人和小孩出行非常不便。据安福县交通局副局长

吴海贤介绍，这几年选择客运班车出行的客流急剧减少，

除了赶集的老人和上学的学生外，大部分群众选择自驾

或搭车出行，客运班车一度被冷落。班线一天收入只有

150 元左右，亏本运行。原班线停运后，汽运总公司迟迟

找不到新的经营者，班线难以复班。

5 月 17 日，省综合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在深入安

福县调研时，感受到了百姓最迫切的愿望——恢复客运

班线。“群众的呼声，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省综合交通

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王林水说。省综

合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坚持把讲究科学方法、深入调

查研究贯穿始终，使调研过程成为密切联系群众、改进工

作作风、掌握真实情况、提升工作质效的过程。结合株木

江村，调研组提出了优化运营时间、先开通赶集客运班车

的设想。

5 月 26 日，安福县汽运总公司恢复安福至南田的班

车运行，连接株木江、谷口、岗口、官田等多个建制村，

针对农忙时节或节假日，还将采取加密班次、开通定制

线路、开行包车等方式，强化重点服务保障。“采取每周

三、五、日每天一班的运营模式，精准对接村民赶集和

学生上学的出行要求。”王林水介绍，考虑到群众出行

的迫切需求，恢复客运班线的时间由原计划的 8 月底提

前至 5 月底。

株木江村并不是个例。省综合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

心深入全省 11 个设区市调研后发现，全省虽然已完成

1.8 万多个乡镇和建制村 100%通客车的目标任务，但距

离建成普惠均等、便捷舒适、安全可靠的农村运输体系还

有差距。主要体现在农村客运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县城

到周边乡镇及沿途村落的出行比较便利，但乡镇到出行

需求少的偏远山村，特别是临崖临水地区的通客车水平

有待提高，有些存在“通返不通”问题；农村客运通达监测

的手段还不健全，运行服务考核机制尚未建立，难以量化

评价和推动各地农村客运差异化发展。

调查获得的大量第一手资料，省综合交通运输事业

发展中心第一时间进行由此及彼的综合、由表及里的分

析，为正确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针对农村客运存

在的上述问题，省综合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的措施已

经落地：一是坚持农村客运公益属性，推动落实地方政府

主体责任，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或运营补贴机制，逐步实现

精准补贴、足额发放、及时拨付，保障农村客运可持续稳

定发展。二是全量监测、掌握底数。在农村客运班车的

卫星定位数据全部接入监管平台的基础上，逐步将出城

公交车接入平台，动态监测所有乡镇和建制村通客车情

况，及时通报和解决“通返不通”问题。

王林水说，主题教育开展以来，他们系统地解决农村

客运问题，建立和完善建制村通客车保障机制，努力把民

生工程做好、做实、做出成效，真正做到惠民、利民、便民。

解群众之所难 提高车辆通行效率

“您好，请取卡。”“祝您一路平安。”在瑶北收费站入

口处，有一条车道的收费岗亭被一个橙色箱体替代。收

费站工作人员介绍，这是不久前刚安装投用的自动发卡

机器人，上下有两个发卡按钮，方便小汽车和大货车车主

就近操作。

这台自动发卡机器人的安装，得益于省交通监控指

挥中心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今年以来，群众出行需求充分释放，高速公路运行压

力增加，尤其是周末、小长假前后，收费站车辆缓行时间

长，过车道如果遇上ETC故障，还得换道重新排队。

“周末和节假日车流量翻倍经常造成收费站通行缓

慢，今年‘五一’假期，这个问题尤其突出。司乘人员等待

时间长，负面情绪也比较大。”省交通投资集团抚州管理

中心瑶北收费站系统管理员袁路说。

“我们通过对路段的走访调研，发现有些收费站节假

日车辆缓行的问题比较突出。”省交通监控指挥中心党委

委员、副主任何耀忠告诉记者，直面诉求出实招，他们用

“有解思维”全力破解群众“出行难”。5 月初，在瑶北收

费站进行先行先试，打造智能收费站 2.0版本。通过创新

采用“云、边、端”协同架构，实现车道交易模块上移到站

级，系统部署时间减少了 33%；ETC 车辆平均交易时间由

250 毫秒减少至 160 毫秒；匝道预交易成功的车辆在车道

上可直接快速放行，通行效率提高了 20%。

“以前过收费站经常排长队，特别是节假日车流量更

大，等很久才能缴费。现在收费站安装了自动发卡机器

人，比原来快多了。”对于瑶北收费站新安装的智能机器

人，在南昌高新区上班的曲项深有感触。

在主题教育开展过程中，省交通监控指挥中心经过

前期调查研究并结合工作实际，还查摆出“联网收费计

费精准性、业务规范性和运行稳定性还需进一步提升”

这一问题：近年来，我省多条骨干高速公路因路段改扩

建、养护施工等原因，部分车辆省内绕行高速或单侧双

向行驶时，存在 OBU（车载电子标签）或 CPC（复合通

行卡）累计的通行费超出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收费公

路联网收费运营和服务规则》规定的通行费判定标准

上限，导致在出口无法走 ETC 车道，而要转人工车道处

理，过站时间增加。

为此，省交通监控指挥中心采用先试点后推广的方

式，逐步解决困扰群众出行的疑难杂症。省交通监控指

挥中心开展了云收费站试点并制定相关技术规范、提升

计费精准性、业务规范性和系统运行稳定性等 6 条具体

举措，通过技术手段优化调整本省入、本省出的车辆出口

通行费判定标准上限。目前，已完成赣州西等 10 个典型

收费站车道系统升级，系统运行良好，车辆过站时间有所

减少，计费精准性有所提升。

“预计本月底完成全省所有车道系统升级，7 月底完

成省中心在线计费系统全面升级。”何耀忠说，“届时，将

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便捷、快速通行的需求，也保障了路

段经营管理单位的合法权益。”

省交通运输厅把存在的问题困难调研清楚、把面临的风险挑战分析透
彻、把改进工作的方法路径找准谋实——

优化服务项 保畅惠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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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7 日，省交通监控指挥中心调研组来到瑶

北收费站调研智能收费试点情况。

6 月 7 日，办事企业在省交通运输厅驻省政务

服务中心窗口办理相关业务。

6 月 9 日，俯瞰安福县寮塘乡官田村至严田镇

横屋村的“四好农村路”，车辆正有序通行。

66 月月 99日日，，中铁十四局施工人员在樟吉高速中铁十四局施工人员在樟吉高速

改扩建项目袁河特大桥建设现场有序施工改扩建项目袁河特大桥建设现场有序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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