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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搭“末班车”

与王义完全不同的是，小刘的法律知识则

是“临时抱佛脚”学起来的。小刘既不是学法

律专业的，也没有从事过与法律相关的工作。

小刘目前是杭州一所学校的在读研究

生，从本科到硕士主修的都是商科。今年

也是小刘第一次参加司法考试，对于传说

中的“天下第一考”，他真切体验了一回。

之所以参加司法考试，小刘坦言自己

对法律很感兴趣，而且根据政策走向，今年

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明年非法学专业

能否继续报考还是未知数，“所以想来试一

试，赶个‘末班车’”。

也正因为如此，小刘非常珍惜这次机

会，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备考期”。

“因为学业上还有比较重的任务，前期

很难有系统的时间去复习，只能抽空看看

书、做做题。”小刘告诉记者，直到今年暑假

他才开始进行系统的学习，每天复习时间

都在10个小时以上，“内容实在太多了，要

复习的知识面非常广”。

16日上午第一场考试结束后，小刘感

觉还不错，“题目挺难的，不过第一场主要

是基础知识，题目比较常规，没有出现刁钻

的考题，但也有不少陷阱题……”

对于接下来的三场考试，小刘坦言：

“信心还是有的，但并不是很大，毕竟司法

考试每年的通过率并不高。”

三年备考只为圆梦

排队、安检、进场……熟悉的考点、熟

悉的流程，这已经是史俊（化名）第三次参

加司法考试。

之所以一路坚持，史俊告诉记者，一方面

是因为目前从事的工作需要掌握更多的法律

知识，可以借助考试来充实自己；另一方面则

是自己的一个梦想，希望当一名律师。

史俊是一名法律专业的毕业生，目前

在杭州某社区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通过

司法考试，是史俊的一个目标，这也是很多

“法科生”共同的执着。

“刚毕业的时候，因为先考虑就业问

题，没有充足的时间复习，也就没有参加司

法考试，一直很遗憾。”2015年，工作稳定

后，史俊开始把“司考”列入自己的日程中。

2015年，史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第一

次参加了司法考试，但终究因为准备不充

分而落榜了。次年，第二次司法考试，再次

遗憾收场。

屡考屡败并没有让史俊放弃，反而激

发了他的好胜心。“如果司法考试很容易就

通过，每年的通过率就不会那么低了。既

然没有考过，说明自己准备还不充分。”史

俊说。

“平时工作太忙了，只能利用业余时间

复习，晚上经常看书看到12点以后，但还

是感到很吃力。”史俊告诉记者，自己决定

参加司法考试后，每年都在备考，如今有了

三年的积累，希望今年能如愿以偿，一举通

过司法考试。

环湖环山不停歇

正是星期天，上午的西湖周边，人潮如

织，车水马龙。

上午10点左右，记者赶到杭州交警

支队景区大队柳莺中队时，全副武装的

TPTU队员杨允早已骑着春风国宾摩托车

环湖好几圈了。

几分钟后，记者也跟随他开始了“环湖

之旅”。10点15分，巡逻至玉皇山路南山

路的长桥港路段时，杨允示意一辆豫P牌

照的小客车靠边停下。原来，当天西湖景

区小型客车双号限行，而小车驾驶员抱着

侥幸心理开进了景区，杨允对违法行为进

行了处罚，指引驾驶员前往附近停车场停

车后再好好游西湖。

很快，在离开路口往南山路向南方向

不远处，杨允又拦停了一辆变道未打转向

灯的车辆。“现在杭州大多数司机在这个路

段开车已经较为规范了，但仍不乏一些违

规现象，比如实线掉头、随意变道、乱鸣号、

违停等。”杨允说，TPTU巡逻的过程中，都

会拦停这些车辆，“不止是影响交通，比起

一周后收到一条违法短信，现场执法的印

象更深刻，这对他们养成良好的开车习惯

也更有帮助。”

记者了解到，在前期试行的基础上，景

区大队确定了环湖和环山两条TPTU固定

巡逻路线，在早晚高峰定点的基础上，进行

流动巡逻执法，提高路面的见警率和管事

率，以达到提升道路通行效率的目的。

循数管理快狠准

如果说不停歇的路面巡逻是这支队伍

的“四肢”，那么大数据就是它的“大脑”，

“循数管理”就是这支队伍最大的特色。

“花港观鱼南门附近，有行人因横穿马

路引发事故和拥堵，请附近队员前往支援，

收到回复……”就在上周五的早高峰，正在

南山路巡逻的杨允，接到了指挥中心发来

的这条任务指令。

当时，一位老太太像往常一样坐公交

车前往花港观鱼附近健身，下车后，她与多

位老人一起过马路，由于早高峰车辆多，老

人又没有走斑马线，意外之下，老太太被一

辆转弯的小车刮擦到，所幸伤势并不是很

严重。但是该路口因为这个事故而严重

拥堵，有不少驾驶员开始鸣号催促。前后

不过几分钟，杨允赶到现场后迅速处理事

故，路面很快恢复畅通。

“以前肯定没有这么快，但现在我们都

是循数管理了。”杨允告诉记者，景区大队

在环湖道路设置了微波测试，比如某路段

平均每天通过500辆机动车，如果在某时

间段内发现这个路段的平均时速低于

15km/h了，就意味着出现了“拥堵点”，这

时交警再通过监控视频分析拥堵原因，及

时到现场处理。

以此为基础，TPTU还打造了快速反

应的“135防控圈”。“其实就是指我们的接

警时间，比如到断桥、雷峰塔点位，TPTU

队员必须1分40秒内赶到现场，六和塔等

较远一些的点位也要3分40秒内赶到现

场，再远一些的最晚也要5分钟内赶到。”

杨允说。

在大数据的支撑下，TPTU不仅更快，

也更加精准、高效。记者了解到，指挥中心

还会通过数据对非现场违法和事故进行分

析，发现违法和事故多发的地段和路口及

时通知TPTU队员前往支援，保证市民出

行更加顺畅安全。

最后一次司考，浙江报名人数创新高

连资深律师都来赶这趟“末班车”

不仅有帅上天的坐骑，更有超智慧的“大脑”
杭州交警TPTU：事故在哪儿，拥堵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见习记者 徐倩
本报记者 张倩 通讯员 谢晓颖

9月7日，一支装备精良、英姿勃发的机动铁军在杭州正式亮相。这支标志着杭州公安交管部门从传统警务走向信

息警务的杭州交警机动队（TPTU）究竟有多神奇，他们到底是如何发挥作用，提升道路通行效率的？17日，记者亲历了

他们的工作日常。

整装待发的TPTU巡警 现场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