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麦文耀 许光伟 马宏
新 通讯员吴凡 曹雪瑞 彭柳漪 范耀
文）6月 11日 8时，今年第1号台风“蝴
蝶”在南海生成，预计13日凌晨至上午
在海南岛南部沿海登陆。省公安厅反走
私和海岸管理总队各支队民警、辅警迅
速响应，全力抗击台风“蝴蝶”，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省公安厅反走私和海岸管理总队
第三支队提前启动防风预案，通过“线
上+线下”多种方式，向渔船民、游客和

群众通告台风路径、时间及注意事项，
开展“地毯式”宣传动员，协助渔民加固
缆绳、转移物资，对重点区域强化巡逻。

省公安厅反走私和海岸管理总队第
四支队民警开展“拉网式”排查，及时劝
返海边游客、商户及海上作业人员，组织
加固执法码头和执勤点设施并检查救生
设备、通信器材等应急装备。

省公安厅反走私和海岸管理总队第
五支队组织调动警力强化隐患排查力
度，开展岸线、河道、山塘水库等重点区

域防台防汛措施，重点走访老旧危房、低
洼易涝等地，排查安全隐患，做好群众转
移安置工作，提醒群众做好台风期间家
庭应急准备。

省公安厅反走私和海岸管理总队第
七支队组织调动警力广泛开展预警提
示，劝导渔船民将船舶开到避风处，扎实
做好人员避险转移。在儋州市白马井中
心渔港码头，儋州市公安局松鸣海岸派
出所民警、辅警与渔船民携手将渔船前
后挂锚，加固加粗缆绳，确保安全。

省公安厅反走私和海岸管理总队全力备战防台风

协助加固渔船 排查安全隐患

儋州市公安局松鸣海岸派出所民警、辅警与渔船民携手，将渔船前后挂锚，加固加粗缆绳。通讯员范耀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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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农村地区，摩托车是居民
们常用的出行工具，它以续航持久、价
格居中、行动便捷等优势，成为连接乡
村生活与外界的重要纽带。然而，无
证驾驶现象却依然存在，给农村道路
交通安全带来了巨大的隐患，成为亟
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现象：无证驾驶依然存在

6月 8日，记者走访文昌、海口周
边的部分农村地区，看到无论在田间
小道还是乡镇集市，摩托车随处可见。

当天7时许，正是赶集的时候，在
文昌翁田镇上，来往的群众或是骑着
摩托车带着孩子赶集，或是骑着摩托
车载着农具去田里赶工。

在一处茶店内，记者采访了5名骑
摩托车而来的群众，其中竟无一人有
摩托车驾驶证。这些无证驾驶者既有
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也有四五十岁的
中年人。

在文昌冯坡镇，记者随机与村民
交谈，询问他们是否有摩托车驾驶证，
大部分村民都表示没有。

村民李大叔直言：“在农村，大家
骑摩托车都是图个方便，办证又麻烦
又费钱，反正这么多年也没出过事，就
没去考。”

“考试太复杂了，我哪有那个头
脑，平时注意一点，也不会有什么大
事。”村民老燕说。

记者采访了十几名村民，部分村
民认为自己驾驶技术娴熟，在熟悉的
乡村道路上行驶不会出问题，忽视了
无证驾驶带来的风险。

案例：无证驾驶酿事故

前段时间，在文昌铺龙线上就发
生了一起无证驾驶摩托车导致的交通
事故。

据了解，当天，黄某驾驶摩托车前
往镇上售卖农作物，行驶至铺龙线时
撞上了停在路旁作业的车辆。事故发
生后，黄某当场昏迷，所幸及时送医治
疗，黄某嘴角缝了 5针，并无生命危
险。经调查，黄某无证驾驶摩托车，负
主要责任。

2月7日16时48分许，在文昌铺
前镇某村附近路段发生一起普通二轮
摩托车单方事故，摩托车驾驶人经送
医抢救无效死亡。经初步调查，摩托
车驾驶人存在无证驾驶、未确保安全
驾驶的交通违法行为。

2024年10月8日4时许，在陵水
英州镇某酒店附近路段发生一起普通
二轮摩托车单方事故，摩托车驾驶人
经送医抢救无效死亡。经初步调查，
摩托车驾驶人存在无证驾驶、未确保
安全驾驶、未佩戴安全头盔的交通违
法行为。

记者在梳理近几年的农村交通事

故时发现，无证驾驶摩托车引发的交
通事故并不少见。

村民：安全意识淡薄

为什么农村无证驾驶摩托车现象
依然存在？记者与多位村民交流后，
发现主要原因是办证不便、成本高，以
及村民的安全意识淡薄。

“从我们镇到市里要一个多小时，
去考试的话我一天都干不了农活。”翁
田坡边村村民阿芳表示，办理摩托车
驾驶证过程烦琐，需要花费时间和精
力，来回一趟不便。且对于文化程度
不高的村民来说，理论考试难度较大。

坡边村村民林大哥说：“我也想办
证，但是去考试来回得跑好几趟，耽误
干活不说，还得花不少钱。”

记者发现，大部分村民对交通安
全知识的了解有限，对无证驾驶的危
害认识不足，认为农村道路上车少人
少，驾驶摩托车不会有危险，存在严重
的侥幸心理。一些村民甚至觉得骑摩
托车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需要专门
学习和考证。

家住下良村的黄大姐告诉记者：
“我骑摩托车十多年了，村里的路闭着
眼睛都能走，从来没出过事，要证有啥
用？”

交警：多项行动在路上

在2024年 6月30日结束的全省
农村摩托车无牌无证问题专项整治行
动中，全省共组织22.6万余人参加摩
托车驾驶人专场考试。

“农村地域广阔、道路分散，交警
警力有限，难以实现全面监管。目前，
交警部门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加大
对无证驾驶摩托车的查处力度。”文昌
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宣传工作人员介
绍，针对这些情况，交警部门组织警力
深入农村，在主要道路和村口设卡检
查，对无证驾驶者依法处罚，同时通过
现场讲解、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提高
村民交通安全意识。交警部门还利用
农村广播每天定时播放交通安全知
识，在村口和集市张贴交通安全宣传
海报，组织志愿者深入农户家中面对
面宣传无证驾驶的危害。通过这些宣
传活动，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认识到
交通安全的重要性，主动考取驾驶证。

“此外，为了方便村民办证，交警
部门针对部分地区推出了便民服务措
施。”该工作人员表示，文昌公安交警
不定时不定点开展摩托车驾驶证“送
考下乡”活动，定期到农村为村民提供
考试服务。村民只需在当地报名，就
可以在家门口参加考试，大大节省了
时间和成本。此外，一些农村地区还
设立了摩托车登记服务站，村民可以
在服务站办理车辆上牌、年检等业务，
实现一站式办理。

我省部分农村地区存在无证驾驶摩托车现
象，交通安全隐患不容忽视，交警部门多措并举

“交通宣传+便民服务”
帮村民考证

■本报记者 黄君

关注关注 ““蝴蝶蝴蝶””台风台风

本报讯（记者杨晓晖）今年第1号台
风“蝴蝶”已于12日20时由热带风暴级加
强为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于北纬17.4
度、东经109.5度，即三亚市偏南方向约95
公里的南海中西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
风力10级（25米／秒），中心最低气压为
98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00-260公里。

预计，“蝴蝶”将以每小时10-15公

里的速度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
渐加强，并向海南岛南部沿海靠近，可能
于13日早晨到上午在海南三亚至东方一
带沿海登陆（强热带风暴级，10级，25-28
米／秒），14日白天在广东西部到广西沿
海再次登陆（强热带风暴级，10-11级，
25－30米／秒），登陆后转向东北方向移
动，强度逐渐减弱。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省气象局6月
12日17时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
警：预计未来24小时（6月12日20时至6
月13日 20时）东方市江边乡，昌江王下
乡，乐东尖峰镇、万冲镇、抱由镇降雨诱发
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Ⅲ级风险预警（黄
色预警）。

据悉，五指山市全境，琼中全境，三亚

市崖城区、天涯区，万宁市三更罗镇，白沙
县牙叉镇、元门乡、细水乡、青松乡、南开
乡，乐东志仲镇、大安镇，陵水群英乡、本号
镇，保亭什玲镇、保城镇、毛感乡、响水镇降
雨诱发地质灾害有一定风险，为Ⅳ级风险
预警（蓝色预警）。黄色和蓝色预警区内人
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避免在沟
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蝴蝶”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
预计东方、昌江、乐东降雨诱发地质灾害风险较高

海南铁路
新增停运列车

本报讯（记者杨晓晖）6月12日，海
口市交通运输和港航管理局发布提示，
受今年第1号台风“蝴蝶”影响，海口新
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6月12日
11时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至6月14日
下午（具体复运时间视气象情况而
定）。停运期间，所有车辆和旅客均无
法过海。

与此同时，记者从海南铁路部门获
悉，受今年第1号台风“蝴蝶”影响，海南
铁路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新增停运
信息具体情况如下：新增6月12日进岛
列车Z385次停运，出岛列车Z386次停
运；新增6月 14日出岛列车K458次、
Z112次、K512次、Z502次停运；新增6
月 15 日进岛列车 K457 次、K511 次、
Z501次、Z111次、Z385次停运，出岛列
车Z386次停运；6月12日环岛高铁自
16时06分起，海口市域列车自23时31
分起，三乐旅游铁路自16时22分起全
线停运。

本报讯（记者杨晓晖 通讯员吴杰
吴昊）今年第1号台风“蝴蝶”逐渐逼近，
海南海警局迅速行动，全面落实各项防
风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海上安全和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自台风预警发布以来，该局第一时

间启动应急预案，组建多个防台风工作
小组，明确责任分工，确保各项防风工作
有序开展。执法员们到海口湾、三亚崖
州湾、儋州洋浦港等重点海域周边的码
头、渔港和渔村，向渔民和海上作业人员
宣传台风“蝴蝶”的实时动态和防风避险

知识，协助渔民加固船只缆绳，同时全面
检查港口设施，消除安全隐患，尤其关注
老旧渔船和小型船只，登船检查安全状
况。此外，海南海警局提前组织多场应
急演练，模拟台风期间突发状况，提升执
法员应急反应能力。

海南海警局严阵以待全力防御台风

检查港口设施 组织应急演练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钟坚）6
月12日，记者从省消防救援总队获悉，为
积极应对今年第1号台风“蝴蝶”，该总队
聚焦风险区域，科学前置救援力量，共设
立13个前置执勤点，调派15辆消防车、
83名消防救援人员、13艘舟艇及各类专
业救援装备，全面进入抗击台风应急救
援备战状态。

在三亚市天涯区南岛农场前置点，山
地村居防台风存在陡峭道路救援难度
大、住户分散巡查覆盖难、老旧房屋排查
任务重等难点。消防前置点人员将根据
现场指挥部工作安排，与有关部门联合
对村内老旧房屋、易滑坡路段风险点等
开展“拉网式”防台风安全检查，认真落
实应急救援快速响应机制，确保实现“第

一时间响应、最短时间到位”的目标。
在设置前置点的基础上，省消防救援

总队结合气象分析，科学研判，进一步优
化力量布局，向69处不放心场所及重点
区域派出70辆消防车、413名消防救援
人员开展动态巡防，通过“定点驻守+流
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切实提升台风期
间应急响应效率。

海南消防设置13个前置执勤点迎战台风

第一时间响应 最短时间到位

三亚边检开辟“绿色通
道”高效办理手续

保障132名工作人员
安全有序撤离

本报讯（记者杨晓晖 通讯员于乃
晗 丛高）6月10日，海口出入境边防检
查总站三亚边检站接到代理公司预报
称，受今年第1号台风“蝴蝶”影响，正在
三亚附近海域作业的巴拿马籍“勘探四
号”钻井平台申请进行人员撤离。该站
第一时间开辟人员撤离“绿色通道”，确
保台风登陆前全员安全转移。

针对“勘探四号”钻井平台工作人
员众多、单次转运能力有限等实际情
况，三亚边检站主动靠前服务，积极与
平台所属企业及代理公司沟通协调，科
学制定专项查验方案，精准安排勤务时
间和地点，于6月10日至11日，分7批
次为“勘探四号”钻井平台132名工作人
员高效办理撤离换班手续，现全部人员
均已安全有序撤离。

本报讯（记者麦文耀）近日，一人
驾驶无号牌轻便正三轮摩托车搭载7
人上路，被陵水公安交警查处。

当天，陵水黎族自治县公安局交
通管理大队执勤队员巡逻至海南环岛
旅游公路407公里500米处时，发现一
辆无号牌轻便正三轮摩托车上坐了7
人，且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措施，十分危
险。见此情形，执勤队员立即示意其
停车接受检查。

经查，驾驶人张某生未取得机动
车驾驶证。据其交代，车上人员均在
同一工地务工，为图方便一同搭乘该
车出行，没有考虑到安全问题。执勤
队员对驾乘人员进行严肃批评教育。

依据相关规定，陵水公安交警依
法对驾驶人张某生未取得驾驶证、未
悬挂号牌以及违法载人的三项违法行
为合并处以罚款1700元、扣留车辆的
处罚。

1辆三轮摩托车塞7人
驾驶人被陵水交警依法查处

本报讯（记者连蒙 黄赟）6月11
日，“荔为媒 枝（知）秀英”2025年秀
英区火山荔枝季媒体采风活动在海口
市永兴镇开启，40余名中央及省市级
媒体记者走进火山岩地貌区，见证“火
山荔枝王”如何从特色农产品变身为
乡村振兴“金钥匙”。

在永兴镇儒林村，千年荔枝古树与
汩汩古井相映成趣，独特的火山岩土
壤孕育出的荔枝王果实比传统品种大
一倍，呈心形，果肉饱满多汁，深受市
场青睐。如今的儒林村，古村焕新
貌。秀英区通过举办农文旅市集、机车

嘉年华，打造自产自销特色街，推出4
条采摘游路线和30家果园，让游客沉
浸式体验“火山荔枝文化”。

在永兴荔枝王罗经盘分拣集散中
心，现代化冷链设备高速运转，从分
拣、保鲜到打包的标准化流程，确保荔
枝以最新鲜状态出发。继去年出口阿
联酋后，今年已签约加拿大、新加坡等
7个国家10批次共30吨订单。

从古树新枝到冷链物流，从田间
地头到海外市场，秀英区以“火山荔枝
王”为引擎，走出了一条“种植+加工+
农旅+电商”的全产业链发展之路。

“荔为媒 枝（知）秀英”2025年秀英区火山
荔枝季媒体采风活动在海口市永兴镇开启

荔枝王铺就乡村致富路

琼中消防严阵以待备战台风

随时应对突发灾害
本报讯（记者李传敏 通讯员陈卿

辉）为全力做好抗击今年第 1号台风
“蝴蝶”防御工作，6月11日，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对防风防汛
装备进行检查和维护。

消防员对执勤车辆、随车器材、通
信设备和防汛所需物资进行全面的检
查、保养，做到所有器材油、水、电、气充
足，特别针对橡皮艇、舷外机、水域救援
服、救生抛投器、无人机等装备进行多
次全面、细致的检查，确保各类器材装
备处于良好的战备状态。

目前，琼中消防救援大队全体人员
严阵以待，并积极与气象、应急等部门
保持紧密联系，密切关注台风“蝴蝶”的
动态和预判，随时应对突发灾害，全力
以赴做好防风防汛应急抢险救援工作。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贠殊文）
6月12日，记者从海口市消防救援支队
获悉，为应对今年第1号台风“蝴蝶”，该
支队多措并举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工作。

据悉，全市消防救援队伍迅速集结，

启动应急预案，明确任务分工，全员进入
临战状态。同时，消防员对救生衣、冲锋
舟、橡皮艇等水域救援装备及执勤车辆
进行全面清点、维护和检修，确保装备性
能良好，掌握各类救援物资底数，保障随

时投入救援。
据悉，海口消防将持续加强与气象等

部门联动，实时掌握台风动态，严格落实
值班备勤制度，全力做好台风防御和应
急救援工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卓欣欣）
为有效应对今年1号台风“蝴蝶”可能带
来的汛情和台风灾害，万宁消防迅速行
动，全面开展防汛防台风准备工作。

在物资储备方面，万宁消防对防汛防
台风物资进行了细致盘点与补充。新增
储备了充足的沙袋、救生衣等关键物资，
并安排专人负责物资的管理与维护，确

保物资随时处于可用状态。同时，针对
各类抢险救援装备进行了全面检查和调
试，进一步加强防台风、防内涝、防坍塌
等工作，做足做细做实各项准备措施。

琼海消防随时待命出动

确保灾情信息
“零延迟”传递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冯加起）

随着台风“蝴蝶”临近，琼海市消防救援
支队全面启动防风防汛备战工作。

该支队第一时间建立汛期24小时
全席位接警和全勤指挥模式，派专员进
驻市三防指挥部联合调度，确保灾情信
息“零延迟”传递。同时与气象等部门
搭建联勤平台，实现实时数据共享。

目前，支队已组建60名骨干力量的
水域救援中型专业队，配备冲锋舟、摩
托艇、橡皮艇等1240件套防汛器材，所
有装备完成调试检修，随时待命出动。

海口消防进入台风防御临战状态

全面清点维护检修装备

万宁消防开启防汛防台风备战模式

对物资进行盘点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