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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杨吉直击执法现场，便
能感受到他“教科书式普法”的
独特之处。记者发现，他的执法
普法，不仅能因材施教，还融合
了执法力度和温度。在查处过
程中，杨吉严格依照规范执法，
既对违章行为进行处罚，又提醒
骑手如何安全骑行，守护城市道
路交通秩序和市民出行安全。

在岚皋路和铜川路路口，杨
吉敏锐地注意到一位疑似快递
骑手的非机动车车主，他的车辆

未办理专用电子号牌。于
是，杨吉迅速拦下骑手，
清晰地告知：“根据《上
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
理条例》，从事快递外
卖行业的，必须办理专
用电子号牌。”随后，他
先查看骑手是否有违
法记录，结果发现该骑
手并非首次违法。

然而，当被指出非
首次违法时，骑手却试图

狡辩：“我怎么不是第一次？”面
对骑手企图蒙混过关，杨吉不慌
不忙，条理清晰地摆出事实：“系
统显示，你此前已经被罚款过50
元。首次违法可予以警告，而再
次违法则要进行处罚。”事实面
前，骑手承认违法行为。

执法过程中，杨吉还发现骑
手车上装有边缘锋利的撑雨伞
支架，存在安全隐患，他耐心提
醒：“这个很危险的，要拆了喔。
你看这么锋利，如果遇到急刹
车，人靠在上面很可能出事故。”
处理完违章，杨吉还不忘提醒骑
手，如果今天再遇到民警检查，
可以出示处罚单据，避免二次处
罚，并督促他尽快补上专业号
牌。

路面执勤时，杨吉拦下一辆
货车。“通行证给我看一下。”经
询问，司机没有通行证，虽为空
车，但车辆准备装运生鲜蔬菜、
水果等食品。杨吉首先告知司
机，外地车辆进入上海限行区域
需要通过手机“随身办”申请当
天使用的临时电子通行证。了
解到司机平时来上海较少，杨吉
秉持教育为主的原则，对司机进
行劝导。经过杨吉耐心的法律
普及后，司机表示会按照交警的
指导，尽快完成通行证申领后再
上路行驶。

谈及如何平衡严格执法和
柔性执法，杨吉说道：“在查处违
章时，既要严格执行交通法规，
又要展现人性化的一面，以教育
引导为主，让司机深刻认识到遵
守交通规则的重要性。”

一句“你全责”掷地有声
“教科书式执法”这样炼成

近日，一段上海交警“教科书式执法”的视频在网络上掀起热潮，引得无数网友点赞。
交警一句“为什么不能确保安全，把命交到他人手上？”以及“我现在很明确地告诉你，你全
责！”掷地有声，彰显执法权威与公正。

令人称赞的“教科书式执法”如何炼成？背后又有哪些独门秘诀？记者联系到了视频
中的交警——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交警支队机动大队副大队长杨吉，一位在年轻交警
心中亲切如兄长的“师哥”，并跟随他直击现场执法。 青年报记者 陈泳均

青年报：之前有没有想到

过自己的执法视频会在网络

走红？

杨吉：这只是我们交警的
日常工作，我们支队有很多业
务能手和骨干，只不过我正巧
通过视频被网友看到了。我还
记得我刚入职的时候，我们的
领导和老民警厉害到一眼就能
看出隐藏很深的违法，双眼就
像雷达，比高科技还敏锐。

青年报：上海公安正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非机动车交通

违法专项整治行动，如果遇到

少数不配合执法、有强烈情绪

的当事人，身为交警，您会怎

么处理？

杨吉：执法需明确两个要
点，找准自身角色定位和找到
法理支撑。执法风格和办法
应该是因人而异的。无论从
大学毕业，还是从警校毕业，
一旦步入工作岗位，我们就成
为了交通管理者。我们肩负
着维持道路秩序、确保一方平
安的责任，从站岗执勤的一个
点，到巡逻路线的一条线，再
到守护整个区域的面，工作繁
杂且需要团队协作。但只要
身处岗位，对于目力所及、能
力范围内的违法行为或交通
事故，处理和受理便是义不容
辞的责任。

杨吉在工作现场。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施剑平

非机动车车主横穿车道，
“任性”左转，与机动车相撞后，
不仅不认可交警的事故判定，还
振振有词地辩解。视频中的杨
吉，凭借对交通法规的谙熟于
心，条理清晰、有理有据地普法，
最终让当事人心服口服。网友
直呼：“不是谁弱谁有理，这必须
点赞！”“仿佛上了一堂生动的交
通普法课。”

谈及走红网络的执法视频，
杨吉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当天
上午在千阳路云岭西路路口，发
生了一起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相
撞的交通事故。电动自行车骑
行人左转时，从最右侧非机动车
道猛地向左大幅变道，横穿一条
直行机动车道后，与左转车道上
正常行驶的车辆发生侧面碰
撞。经过细致的现场勘查，杨吉
判定非机动车骑行人负事故全
部责任。

然而，非机动车骑行人起初
完全不认可这一判定。她觉得，
和机动车相比，自己是“弱势一
方”，车辆驾驶员看到她过来，理
应避让。她情绪激动地辩解：

“红绿灯下，车速必须要慢，是他
没刹住车才碰到我的。”

面对当事人的质疑，杨吉有
条不紊地开始普法：“你说他开

在你后面应该要让你，那么你们
俩的车辆性质要搞清楚。你是
非机动车，怎么会开到他前面去
的？”“你是在最右侧的非机动车
道，却跨了一根直行车道，开到
左转弯车道前面来。”“非机动车
左拐，经过有信号灯控制路口，
要靠道路中心点右侧。我现在
很明确告诉你，你全责！”这段视
频发布后，网友纷纷评论，“不和
稀泥，有理有据，有礼有节，必须
点赞。”“谁的错谁担责，不是谁
弱势谁有道理。”

杨吉在分享如何让当事人
心服口服时说道：“不同性格的
人，要用不同的普法方式，根据
具体情况灵活处理。关键是要
让他们明白交通规则的重要性，
以及自身行为的危害性。对于
法治意识相对较淡薄的当事
人，我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条款，清
楚展示处罚依据和金额，还会告
知他们如果对处罚有异议，可向
上级单位申请行政诉讼或复
议。他们看到民警对法条的熟
练运用，一般都会信服。而且我
们现在还有‘警务通’这个技术
工具，能直接展示相应法律条
款，增强了执法的说服力与公
信力。”

“教科书式”的执法，背后
离不开杨吉日复一日地实践和
反思总结。他大学学的是交通
管理专业，在实际工作中，深知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

“在执法过程中，沟通方式对执
法效果有重要作用。同样的内
容，通过不同的表达方式，比如
加上一两句关切的话语，或者
语气稍作温和的改变，就可能
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杨吉说
道。

在采访中，杨吉形象地举例
道，比起直接生硬地指出“你这
个是逆向行驶，违反了某条某款
规定，我要处罚”，不妨换种说
法，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比如

“你这么做很危险，如果碰到顺
行的非机动车发生事故，你是要
负全责的”。这样能让当事人在
心理上更容易接受，普法也能取
得更好的效果。

为了增加沟通精进业务，
2018 年，杨吉报名成为了兼职
教官，在工作职责之余，围绕交

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和交通事故
的处理向新警授课。2024 年 6
月，普陀交警支队成立“杨吉新
警带教工作室”，为他开展带教
工作提供了更大的平台，同时
他也被评为上海市公安局2024
年度“成绩突出的新警带教导
师”。

考虑到新警爱“听劝”，不爱
听说教，杨吉让新警们用“师哥”
代替“师父”的称呼。“我们带徒
弟时会发现，仅仅靠工作的时
间，很难和徒弟交心，我会在工
作之外，主动去了解徒弟。以年
长几岁的‘过来人’身份，为徒弟
提供一些意见，分享一些经验，
帮助他们解决在学习和工作中
遇到的问题，拉近彼此距离，从
而让徒弟更好地学习和成长。”
由于部分新警并非科班出身，杨
吉结合工作实际，开发了《交通
事故责任认定》《交通执法规范
用语》和《常见交通违法查处规
范告知流程》等十余门精品课
程。

事故定责
一场条理分明的“辩论赛”

现场直击
执法普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耐心“师哥”
通过工作室言传身教规范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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