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路考考三三条条新新环环形形路路线线正正式式启启用用
不再由考官“一人说了算”，“电子考官”评判占60%以上

本报 6月 5日讯 (记者 钟
建 军 通 讯 员 袁 圣 凯 张
红军 ) 从市交警支队监考科
获悉，经过前期试运行，驾考
科目三 (路考 )已于近日正式启
用新的考试路线——— 3条环形
路线。3 条新路线可同时满足
全部16个大项95个子项目的考
试。以后，学员开车跑完一圈，
就能将科目三考完。

市 交 警 支 队 监 考 科 教 导
员姜远军介绍，调整后的 3 条
路线全长分别为 3 . 4千米、3 . 5

千 米 、3 . 8 千 米 。与 旧 路 线 相
比，新路线具有考试项目全覆
盖、规范程度高、循环利用性
强、方便考生考试等多个优点
和特点。

据了解，3 条新的环形考
试路线分别位于山海南路、绿

斯达路和通世南路附近。
设 置 新 的 环 形 路 线 出 于

以下因素考虑：旧的考试路线
路况复杂、路线过长，社会车
辆与考试车辆相互影响，存在
较多安全隐患；此外，驾考新
规规定，小型汽车的考试里程
不得少于 3 公里，并抽取不少
于 2 0 %进行夜间考试，不进行
夜间考试的，进行模拟夜间灯

光使用考试，旧的路线已跟不
上要求。

设 置 新 路 线 一 方 面 利 于
考 生 集 中 时 间 、集 中 路 段 考
试，确保考试安全，另一方面
还能借助科技手段降低误判、
误报，压缩考官执法自由裁量
空间，实现考试阳光操作，确
保考试公正透明。

考试前一天学员从 3条路

线中随机抽取一条，定为当天
的考试路线。

目 前 科 目 三 也 实 行 了 电
子化监考，不再是考官“一人
说了算”，还得看“电子考官”
评判。采取计算机评判和人工
评判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考试，
电子评判占全部考试的6 0%以
上，目前科技含量居全省先进
水平。

出出现现误误判判，，考考官官不不能能修修改改只只能能上上传传
本报记者 钟建军

社会上流传有个别社会人
员打着给考官送礼或疏通关系
的名义，向学员收取费用的说
法。对此，市交警支队监考科科
长常国滨说，“现在都是电子监
考，给谁送礼也没用，考试情况
都被摄像头录下来了”，提醒学
员不要上当受骗。

常国滨介绍，自实行科目
三考试计算机评判以来，曾出
现种种误判，“考官可以对出现
的误判、误报实时修改，从某种
意义上说，考官手中握有一定
的权力。”这就给一些不法人员
以可乘之机，打着给考官送礼
的旗号借机敛财。

市交警支队监考科决定坚
决清除这块“顽疾”，运用了科
目三考试计算机自动评判系
统，学员上车后根据电脑语音
提示操作，屏蔽了考官的权限，
让“电子考官”来为学员监考。

“我们还收回了考试员修
改权限，实行了误判、误报申请
制度。”常国滨解释，在考试车
里的考官认为“电子考官”出现
了误判、误报，可即时上传后

台，由监控中心值班领导会同
技术人员现场审核是否属于误
判、误报并作出处理决定，同时
填写误判、误报申请台账备查。
这样既防止了考官权力的滥

用，又防止了因误判、误报侵害
了考试学员的权益。

考试全程录音录像，音像
资料保存3年，做到考试全程有
效监管、有据可查。

此外，为满足市民学车需
求，市交警支队监考科进一步加
大业务下放和服务延伸的力度，
将科目二考试放到县市区进行。

“只要他们建有场地，经过
省总队验收后，就可以进行科目
二考试。”监考科民警介绍，从5

月1日起，龙口市、蓬莱市、招远
市、长岛县以及莱山区、福山区、
开发区都有了驾考延伸服务，也
就是说，家住以上7个县市区的
学员，不用再跑市里来考试了，
在当地考场就可以考科目二。

家住海阳、莱阳、栖霞及牟
平区的学员，在当地无法进行科
目二考试，可就近到以上县市区
参加。

本报记者 钟建军

科目二考试

下放县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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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学员在莱山区蒲子庄路上参加科目三考试。 本报记者 钟建军 摄

相关新闻

本本报报开开通通““家家有有儿儿女女””栏栏目目
征集您和孩子“备战”高考的故事

国内权威教育专家，中
国教育在线总编辑，国家教
育人才库专家。

陈志文经过多年对高考
的研究，为学生和家长介绍
当代国内国际的教育形势，
剖析现代学校教育和家庭教
育的问题，提出未来教育的
发展方向，将为广大教育工
作者、家长和学生做出最深
刻的解析和最科学的建议；
深入解读国家高考的情况和
趋势，并将权威解读《2014年
高招调查报告》。

本报6月5日讯(记者 刘杭慧)
4日，本报“关注教育、关爱成长”

系列公益讲座即将开讲的消息一
公布，不少读者致电本报希望能
够参加此次教育讲座，现场和专
家面对面交流。

一大早，王先生就打来电话
咨询讲座的时间、地点。他说，孩
子刚上高中，做家长的迫切希望
了解每年高考的动向以及趋势，

“太希望有个专门研究高考形势
的专家给我们分析一下。”

有不少家长打来电话“大倒
苦水”，说高中这关键的阶段，都
不知道该怎样和孩子相处，才能
给孩子更好的辅导。

王女士的女儿今年即将上高

三，为了给女儿更充分的照顾，她
早早地就进入了备战状态，每天
都密切关注着女儿的一言一行，
生怕女儿有什么不良动向。王女
士还买了减压方面的书给女儿
看，经常到学校和班主任交流。

像王女士这样的家长有很多，
为此，本报将开通“家有儿女”栏目，
第一期我和孩子“备战”高考的苦与
乐，将征集孩子上高中后您家里发
生的变化，以及与孩子相处过程中
的有趣故事，或者您在教育孩子过
程中的烦恼，这些您都可以通过“家
有儿女”栏目参与互动。

您可以将这些有趣的故事发
邮件至hangbao827@163 .com，我们
会择优刊登，并从参与的家长和

孩子中抽出5名幸运读者，参加我
们6月14日举办的“关注教育·关爱
成长”系列公益讲座，并有神秘大
礼赠送。

本期话题：我和孩子“备战”
高考的苦与乐。本期征集时间：6月
6日-13日。

此外，本报还开通了今日烟
台“ 家 有 儿 女 ”教 育 Q Q 群 号 ：
336970095，欢迎您加入。

6月14日，本报将于烟台市府礼
堂举办“关注教育·关爱成长”系列
公益讲座，邀请国内知名专家陈志
文，解读近几年国内高考形势和发
展趋势，为正在备战高考的您指点
迷津。现场还将针对高考志愿填报
进行最详尽的填报指南。

陈志文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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