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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处罚相结合
实时处置车辆乱停乱放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汽车逐渐
走入寻常百姓家，然而一些车主无视文明随
意停车，不仅引发交通拥堵，也影响了城市形
象。“有的车主停车只顾自己方便，占用了人
行道、盲道也不管，这种行为真添堵。”家住拉
萨市城关区团结新村的市民次仁扎西告诉记
者，“我家这边道路比较狭窄，如果违停车辆
多了，道路就会发生拥堵，尤其是早晚出行高
峰期特别影响日常出行。”

据统计，2023年，拉萨市“机动车不按规
定停车”的交通违法行为占全年所有交通违
法行为的23.3%。记者了解到，为有效净化
城市道路交通环境，规范停车秩序，切实做
到“还路于民”，2023年，拉萨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持续加大对机动车违停行为的整治力
度，通过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方式，对发现
的违法停车行为进行劝导和处罚，最大限度
做到车辆乱停乱放违法行为的实时发现、及
时处置。

“目前，拉萨交警按照道路交通整治行动

的部署，积极协调各相关单位，充分挖掘停车
泊位资源，努力缓解市民停车难题。”拉萨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执法监督大队民警杨钦云
说。下一步，拉萨交警还将持续加大机动车
违停整治力度，形成严查、严管、严治持续长
效管理高压态势，提醒广大驾驶员要自觉遵
守停车规范，摒弃乱停乱放的陋习。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为提升道路通行能力，车道都设置了“左
转”“直行”“右转”等明确的导向箭头，路边也
会设置明显的交通指示标牌，提示驾驶员提
前选择行驶方向，按照规定导向车道行驶。
但在日常生活中，有的驾驶员或图方便，或忘
记提前变道，在行驶过程中不按导向车道行
驶，扰乱道路交通秩序。市民吕伟告诉记者：

“有的车辆明明停在直行车道，却突然左转行
驶，如果旁边车道的驾驶员没反应过来的话，
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据统计，2023年，拉萨市“机动车不按导
向车道行驶”的交通违法行为，占全年所有交
通违法行为的15.3%。杨钦云介绍，“机动车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主要包括在左转车道上
直行、在直行车道上左转或右转、在右转车道
上直行等三种情形。“比如车辆本来行驶在直
行车道，但驾驶员看到直行车道排队等候的
车辆较多，右转弯车道的车辆较少，就选择从
右转弯车道直行通过路口，这就属于‘机动车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杨钦云说。

“机动车不按导向车道行驶”的交通违法
行为，不仅会扰乱路口交通通行秩序，降低道
路交通通行效率，还极易发生追尾、剐碰等道
路交通事故，对人身及财产安全造成极大的
损害。因此，行车过程中，广大驾驶员要注意
交通标志标线，按照导向车道行驶，临近路口
即使发现选择车道错误或临时改变行驶路
径，也要按照箭头指示方向行驶，通过路口后
再调整行驶线路。

机动车违反信号灯通行
扣6分罚款200元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是
众所周知的道路交通常识，设立交通信号灯
不仅能提升道路交通通行效率，还可以保障
车辆和行人的出行安全，但仍有部分驾驶员

在行车过程中违反信号灯通行，导致道路交
通事故风险隐患增大。市民格桑卓玛说：“机
动车闯红灯最危险了，尤其是在一些人群比
较集中的路口，很容易撞到过马路的行人，后
果不敢想象。”

2023年，全市“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
信号灯通行”的交通违法行为占比较高，该行
为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将被处以扣6分罚款
200元的处罚。杨钦云表示，设置交通信号灯
是为了合理科学分配车辆、行人的通行权，实
现有序通行，确保出行安全。任性“闯红灯”
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为，不仅违反道路交通
法规，还严重威胁到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
安全。因此，驾车出行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
信号灯通行，做到“宁等三分，不抢一秒”，确
保行车安全。

除此以外，2023年，实线变道、在不允许
调头的路段调头等“违反禁止标线通行”的交
通违法行为在拉萨也比较普遍，占全年所有
交通违法行为的6.5%。在此，拉萨交警提醒
广大交通参与者，要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
法规，为创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
境贡献力量。

拉萨去年这三类交通违法行为最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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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吗？近日，记者前往拉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了解2023年拉萨市最普遍的交通违法行为，以此提醒广大交通参与
者要增强交通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做到文明出行、安全驾驶。 记者 娄梦琳

“现在市场里环境比以前好多了，以前水
产区会渗出很多水，整个市场里到处都是湿
漉漉的，现在不仅整洁规范了，而且价格一目
了然，扫码就能溯源，感觉买菜更安心了。”市
民李女士说。

1月12日，位于城关区加荣路的加荣综合
农贸市场正式投入使用。记者看到，改建后的
加荣综合农贸市场变化不小，干净整洁的通
道、设置有序的摊位、宽敞明亮的购物环境，让
消费者买菜更舒心。并且加荣综合农贸市场
配备放心农贸触摸查询机，每日公示“今日菜
价”、食品安全检测数据等信息，让消费者有据
可依、有源可溯。同时，相较于传统农贸市场，
加荣综合农贸市场已经实现电子支付，并且引
入线上买菜平台，打破线上线下的壁垒，让消
费者可以多渠道快捷高效享受服务。此外，为
解决水产区域异味、堵塞、溢水等问题，改进了
排水设施，将雨水污水分流，并在水产摊位边

增设排水渠，扩大下水口。
蔬菜区商户老板刘克全说：“现在新市场

的布局更加合理了，摊位比以前更宽敞了，产
品也进行了分区，还安装了中央空调，以后我
们在市场里工作更舒适了。”

据悉，加荣综合农贸市场于2023年2月
开工修建，项目总建筑面积9672.60平方米，主
要设置了蔬菜区、肉类区和水产区等14个功
能区。据加荣社区集体经济合作社理事长巴
桑介绍，加荣综合农贸市场将建设成一座集农
副产品零售、批发、仓储、配送、商业办公、休闲
娱乐、综合服务等配套为一体的邻里集市，把

“菜场、社区商业、社区会所”三大功能实现有
机整合，市场业态涵盖蔬菜、水果、肉类、水产、
禽蛋、熟食、干调、粮油、豆制品等传统业态，还
将设置面包房、药店、干洗店、名小吃、便利店、
便民服务等新型业态，除此之外，市场配套有
母婴室、休闲区、阅读区、共享厨房、直播间、检

测室、全场Wi-Fi覆盖。把加荣综合农贸市场
从以前的传统“菜篮子”逐渐演变为一站式便
民综合市场，为周边居民生活赋予新的内容，
提供更多方便。

“现在新市场共有63个商位，市场总入
驻率超90%，还有地下停车位约150个，有效
解决了停车难的问题。”巴桑说。

近年来，拉萨市不断推进智慧菜场建
设，一批批“家门口”的菜市场实现转型升
级，城关区八一农贸市场已于2023年7月投
入使用。拉萨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科科
长李乃轩表示，建成高品质现代化智慧型农
贸市场，有效改善原有农贸市场柜台设立不
合理、商户占道经营、用电不安全、便民服务
设施缺失等问题，同时新增数字化监管系
统，通过智慧溯源、公示、检测等保障食品安
全，为推动拉萨市标准化农贸市场建设提供
了标杆和样板间。

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家门口”的菜市场实现转型升级

拉萨市加荣综合农贸市场正式投用
近年来，拉萨市在建设智慧城市的

基础上，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集贸市
场改造，实施社区便民服务生活设施建
设，搞好“米袋子、菜篮子”工程，加快补
齐民生短板，扎实推进各项惠民工程。
2023年，拉萨市商务局多措并举推进加
荣和八一两个示范性智慧农贸市场项目
建设，现均已完工并投入使用。

文/图 记者 谭瑞华

拉萨持续推进“拉萨礼物”品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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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讯（记者 赵越）文化产业作为
绿色产业和现代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
高经济发展质量、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增
强拉萨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近年来，拉萨市部分重点文化企业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依托拉萨特色文化
资源，打造了一批具有示范带动效应的
文化产业项目，各文化企业也做出了很
多卓有成效的实践，对加快拉萨市公共
文化建设，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
文化需要，扩大社会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目前，拉萨市拥有国家级文化产业
示范基地（园区）3家，自治区级文化产业
示范基地（园区）45家，市级文化产业示
范基地（园区）40家，县级文化产业基地
（园区）20家，拉萨市共有注册文化类企
业3800余家，文化产业从业人员达3万
余人。2023年拉萨市文化及相关行业产
值达26.21亿元，同比增长61%。

对于拉萨来说，品牌建设不仅是壮大
文化产业的重要抓手，更是推动产业发展
的核心动力；品牌建设是补齐短板、提升
质量的强大引擎，对拉萨的经济社会发展
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品牌建设犹如拉动

文化产业发展的“牛鼻子”，能够引领整个
产业朝着更加高效、可持续的方向前进。

近年来，拉萨市大力倡导文化产业
打造名优品牌，通过活动引领，宣传文创
产品，赋能企业发展、提高文化企业知名
度，进一步树立企业形象。广泛收集并
推荐各县（区）、各文化企业87种特色文
化产品申报“文创西藏”区域公共品牌认
证产品。同时，积极开展“拉萨礼物”文
创产品名优品牌建设工作，共收集283
种文创产品，制作产品推广手册。此外，
利用拉萨市图书馆资源，建设“拉萨礼
物”文创产品展览展示区，在现有条件下
最大限度拓宽企业产品的销售渠道，助
力企业发展。

2024年，拉萨市文化局将持续推进
“拉萨礼物”品牌建设相关工作，促进拉
萨特色文化产业和新型文创产品开发、
发展，带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拓宽拉
萨特色文化产品对外输出渠道。此外，
今年计划举办首届“拉萨礼物”文创大
赛，进一步推动拉萨文旅融合，促进拉萨
市文旅创意产业发展，扩大“拉萨礼物”
知名度和影响力，支持鼓励优秀文化企
业、重点文化项目发展壮大，推动拉萨市
文化产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市民在加荣综合农贸市场购买蔬菜。

文创产品。记者 张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