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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常用缩略词注释

PPP：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资，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

一种项目融资模式。

安全管理“一岗双责”：主要负责人对安全工作负总责，

其他副职领导既对各自分管的业务和部门负责，又对分管

业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

放管服：“放”即简政放权，降低准入门槛；“管”即

公正监管，促进公平竞争；“服”即高效服务，营造便利环境。

共享单车：指企业在校园、地铁站点、公交站点、居民区、

商业区、公共服务区等提供自行车单车共享服务，是一种

分时租赁模式。共享单车是一种新型共享经济。

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指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

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

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

重处分、做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

违案审查的只能是极少数。

交调站：交通流量调查站。

交通行政执法形象“四统一”：统一执法标识标志、

统一执法证件、统一执法服装、统一执法场所外观。

两个纳入：将农村公路发展纳入各级政府目标责任考

核，建养经费纳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

两客一危：指从事旅游的包车、三类以上班线客车和

运输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的道路专用车辆。

两客是指单次运营里程超过 800 公里的客运车辆和高速公

路客运车辆；一危是指危险品运输车辆。

农村公路建设项目“七公开”：①建设计划。省（区、

市）、市（地、州、盟）、县（市、区）、乡镇、农村公

路建设计划按层级公开。②补助政策。公开农村公路建设

资金补助政策，包括县、乡、村道及危桥改造、安保工程

等的补助标准和资金。③招投标。符合招标条件的农村公

路建设项目，应公开建设规模、技术标准、招标方式、标

段划分、评标方法、中标结果、监督机构等。④施工管理。

公开工程概况、施工许可 ( 以年度计划替代施工许可的小型

项目除外 )、参建单位 ( 建设单位、设计、施工、监理等 )、

岗位职责、质量安全控制、进度计划、主要原材料等信息。

⑤质量监管。公开质量管理单位或监督机构、主要职责、

质监负责人、联系方式、检查内容及方法、检查结果等。

聘请村民监督员的，相关信息也同时公开。⑥资金使用。

公开建设资金筹措、资金来源、资金到位、拨付情况等。

⑦工程验收。公开工程验收方式、评定结果、竣 ( 交 ) 工验

收鉴定书等。

三基三化：基层执法队伍的职业化建设、基层执法站

所的标准化建设、基础管理制度的规范化建设，全面推进

交通运输依法行政。

三客两危一隧道：班线客车、旅游包车、校车、危化

品运输车、危险路段以及超长隧道。

三品：易燃品、易爆品、危险品。

三严三实：指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

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四好农村路：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于 2014 年 3 月 4 日提出的。习近平指出：“要

求农村公路建设要因地制宜、以人为本，与优化村镇布局、

农村经济发展和广大农民安全便捷出行相适应，要进一步

把农村公路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逐步消除制约农

村发展的交通瓶颈，为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提供更好

的保障。”

一超四究：指各级人民政府治超办将公路管理机构、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查处的违法超限运输行为，高速公路收

费站出口计重收费系统确认的超限超载行为所涉及的车辆

驾驶人、车属单位、非法改装企业、货物装载源头企业的

相关信息，分别抄告公安交警、道路运管等有关职能部门

和货物装载源头企业所在的乡（镇、街道）政府，由有关



456

陕西交通运输

职能部门和乡（镇、街道）政府依法对相应违法行为实施

处罚和责任追究的工作机制。

公路“三乱”：乱设站卡、乱罚款、乱收费。

“三个经济”：陕西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枢纽经济、

门户经济和流动经济”。

“三个交通”：陕西省交通运输厅在全省交通运输工

作会议上提出的加快建设枢纽交通、综合交通和人民满意

交通，简称“三个交通”。

邮政业“三不”治理：指在邮件快件寄递过程中做到“不

着地、不抛件、不摆地摊”，即推动企业规范邮件快件存放、

处理和操作，确保邮件快件与地面隔绝，邮件快件抛扔

现象得到遏制，在校区、社区和商区基本消除“摆地摊”

乱象。

“双随机、一公开”：是国务院办公厅于 2015 年 8 月

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

管的通知》中要求在全国全面推行的一种监管模式，即在

监管过程中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

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

“三级四同”：即省、市、县三级行政许可事项名称、

类型、依据、编码相统一。

“四不两直”：是指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建立

的安全生产暗查暗访制度，分别为“不发通知、不打招呼、

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