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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87年以前，全国县级以下公安机关没有交通警察这个警种。只
是地级以上城市才有交警，且各项管理工作不完善，都在尝试阶段。

1966年，李新立从部队转业回到原临汝县。由于在部队负责车辆管
理，回地方后，先在临汝县公安局工作，后安置在县交通局。

据李新立同志回忆：1957年，上级分配给临汝县一辆解放牌汽车，那
是我市历史上的第一辆汽车。当时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即使有钱也买不来

汽车。

1958年，临汝县和全国一样进入“大跃进”时期，我县汽车猛增到 26
辆。其中，客车 6辆，货车 6辆（还是在货车大箱上加篷子用于载客），大货
车 14辆。后来，各厂矿单位加起来有 32辆。如梨园矿务局、寄料中心厂、
县机械厂、水泥厂等单位由于生产需要，也都有数量不等的汽车。各个公

社（现在的乡镇）几乎都有客车通行。

由于车辆不多，道路也都是沙土路面，交通管理工作由洛阳地区（那

时临汝县归洛阳管辖）监理所派一名交通监理员常驻临汝县，县交通局配

备一名安全监理员协助进行道路安全检查、纠正违章、交通事故处理等相

关工作。

1971年，全国掀起大办“五小企业”（小机械、小钢铁、小水泥、小化
肥、小电力）的高潮，交通管理工作变得异常繁重。为适应形势的发展，洛

阳地区监理所要求临汝县成立交通安全监理站，规定必须有 2~3人组成，
行政上归属交通局领导，业务上归洛阳地区监理所。

1972年 1月，临汝县交通安全监理站正式成立，办公场地在市区中
大街西关桥东边的三官庙内。这时，李新立同志由一名公安特派员调入监

理站工作，成了第一任监理员，办公、住宿都在六间破瓦房里。主要任务一

是机动车年检、驾驶员年审、车辆转籍过户手续的介绍办理，二是纠正道

路违章，处理一般交通事故，三是宣传交通法规，对驾驶员安全教育和技

能培训，四是负责拖拉机驾驶员道路驾驶技术考试。

平时工作时，监理员手拿一红一绿两个小镖旗，需要拦车检查时，站

在道路一侧面向车辆，手举红旗，示意车辆停下，放行时举绿旗示意放行。

这就是最初的红绿灯。

那时还没有统一制服，只要戴个红袖章就是标志。

1976年，监理员有了统一的深灰色服装，大檐帽，佩戴国徽，上衣领
口缝制有红领章。

随着制服的配发，红绿旗下岗了，只要伸手示意，驾驶员就很听话地

停车接受检查。

1986年 10月 7日，“国发（86）号文件”《国务院关于改革道路交通管
理体制的通知》下发，要求“全国城乡道路交通由公安机关统一管理”。这

是国家层面对交通管理工作的一项重大改革。之后，河南省交通厅、公安

厅于 1986年 11月 4日联合发出了《关于贯彻执行 < 国务院关于改革道
路交通管理体制的通知 > 的通知》文件，该文件下发到各地市县交通和公
安部门。文件明确要求“各级交通监理机构的人员、编制、资产、场地、设

施、装备等成建制划归公安机关，继续用于交通管理工作……原则上从

11月 15日起，全省交通管理工作在业务上接受公安机关领导……”。
在此之前的几个月，临汝县已经由洛阳地区划归平顶山市管辖。

11月 12日，平顶山市召开各县交通、公安有关负责人会议，贯彻落实
上级通知精神，时任临汝县交通局副局长李新立参加了这次会议。

由于当时正处于年底，全省正在开展“保障道路安全畅通，压低交通

事故 100天安全竞赛”活动的攻坚阶段，工作压力大。
这时，临汝县的交通管理工作处于交接运作时期。时任县长仝葆银，

副县长薛际谦、许华元对此事非常重视，公安局长李万栓也积极推进。专

门召开会议，讨论决定交通管理工作的移交问题和事项。并于 12月下旬
以县政府的名义下发了临政（1996）139号文件，任命李新立为临汝县公安
局副局长职务，主管交通工作，同时免去其交通局副局长职务。

1987年 4月，临汝县编委下发《关于原交通监理所划归公安机关后机
构编制问题的通知》，明确将监理站原 22名事业编制人员交给公安局 21
名。

1987年 6月 8日，县政府秘书长张文幸召集交通局长肖永法、公安局
政委甄中本、副局长李新立、邓章才在县政府进行了签字交接仪式，临汝

县公安交通警察队正式成立，汝州交警从此诞生。

当时移交手续除人员外，还有办公楼一座（丹阳西路现在的事故科），

二手三菱轿车一台，北京吉普车一台，三轮摩托车一辆，照相设备一套，录

像机一台。另外，城区岗亭三座，点位分别在丹阳路西、中、东。

之后，县公安局任命李新立副局长兼任交警队长职务。

汝州第一个红绿灯是从什么时候才安装的，要

从 35年前的一次全省现场会说起。
改革开放后，全国都在大搞经济建设，汝州由于

物产丰富，乘借政策的东风，大中小企业遍地开花，

门类涉及煤炭、水泥、建材、建筑、运输、加工等多个

领域，汝州很快成为全省的先进县，曾有十八“罗汉”

闹中原之说。省委省政府决定于 1986年 9月中旬在
汝州召开全省乡镇企业现场会。

为了提高汝州的城市品位，县领导决定现场会

召开前，在城区安装红绿灯设备。

9月 5日，县长仝葆银和副县长许华元、薛际谦
亲自召集由城建局、工商局、交通局领导参加的协调

会。时任交通局副局长李新立到会。协调会上，仝葆

银县长提出在城区街道上安装红绿灯的建议，并要

求参加会议的三个部门想方设法在最短的时间安装

好，赶上现场会正常运营，同时成立一支城区交通

队，负责交通指挥。全省现场会已经定于 9月 15日
在汝州召开。满打满算 9天时间，当时红绿灯都是地
级市才有的东西，不是随便到商店就能买到的，去哪

里订购设备？安装在哪里？如何安装？一连串的问题

让与会人员都发了愁。

仝县长下了死命令：克服一切困难，一定要在全

省现场会前安装好！

李新立当即提出现场查看，在哪个位置安装合

适，需要几套设备。一行人立即行动，上街实地查看。

当时，汝州城区只有丹阳路一条大街还像个城

市的模样，他们从在丹阳路西头走到东头，最后决定

在西边的火车站路口，中间的望嵩路口和八团路口

安装三套红绿灯设备。

仝县长还提出：设备购买问题，可以到洛阳和郑

州打听购货渠道，交通局负责购置设备，城建局和工

商局负责岗楼灯架位置选择和建造，城区交通队由

许华元副县长负责组建，双管齐下，确保会前安装调

试完毕，投入运营。

次日一大早，李新立副局长就带领有关人员前

往洛阳打听设备厂家，通过熟人了解到偃师县有个

交通器材厂，李新立获取了厂家的电话，就找公用电

话和厂方联系，厂家说只有一台设备还需要改造后

才能用。李新立电话里说，一台不够用，恳请对方帮

忙想办法。对方说：“北京交通器材厂肯定会有，你们

可以联系一下试试。”并提供了北京的电话号码。

打通北京的电话后，对方说可以安排三套，但是

需要自己去车拉回。

9月 7日一上班，李新立就赶到县政府，向县领
导汇报进展情况。许华元副县长当即决定立即动身，

到北京购置设备。李新立提出几条建议：一是需要带

足现金 5万元，每套设备 15000元，路上开支需要
5000元；二是需要两辆大平板车；三是需要县政府开
具介绍信，便于进京。许副县长当即表示：“钱从政府

财务上借取，介绍信马上出具，平板车问题，只有电

业局有一辆，李局长，你是管车的，知道哪个单位还

有？”李新立回答：商业局还有一辆平板车。许副县长

当即给电业局和商业局打电话征用车辆。定于当天

下午一点整准时出发。

由李新立带队，监理站的魏胜利和吕平生及两

位驾驶员一行五人下午出发了。那时，没有高速公

路，他们一路奔波，星夜兼程。第二天上午十点钟，赶

到了北京市，在进京车辆检查站，工作人员查看介绍

信后说：“县级的介绍信不能进京，需要省级的才

行。”李新立一行发了愁，恳请对方想办法变通。经过

多次交涉，检查站带班领导让其到河南省驻京办事

处签字后方可通行。

李新立乘出租车，一路打听，赶到河南驻京办，

办完签字手续，返回检查站，前后用了两个多小时，

顺利通行。

下午三点多钟，赶到北京市区，他们立即与厂方

取得联系。谁知，厂家说，目前只有现成的两套。事前

说好的三套，咋又没有了，家里急用，凑不够三套，让

我们咋办？

李新立又与厂家交涉，让其想办法解决。

对方后来说：“你们先拉两套吧，济南还有一个

厂，我让他们再配一套给你们。”

李新立说：“那不行，拉两套这么大的设备，我们

从北京再到济南，再回河南，路上多不方便呀，要不，

你们帮助联系济南，我们直接去济南买三套吧？”

北京厂家直接用电话和济南联系，不巧，厂长不

在家，明天才能回来，其他人做不了主，那时没有手

机，只有等。

“你们先回宾馆休息吧，明天上班，我就联系。”

北京厂家说。

只有这样了，几个人离开时，还不忘再三恳请，

一定尽早联系，明天上午八点准时见面。

几个人回到宾馆，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日期一天

天减少，设备没着落，这可咋办呀？

第二天七点半，李新立的身影就出现在器材厂

的大门口。八点准时到厂里，见到昨天接头的领导。

人家说：“已经联系好了，你们去吧，三套全部从那里

拉。”李新立激动之余，不放心的又问：“请你再帮忙

联系一下，让他们把设备准备好，我们一到立刻装

车，不能耽误时间，另外你写个具体厂址，我们好

找。”

一行人从北京立即出发，前往济南，经廊坊、沧

州、德州，第二天上午十时，赶到济南，找到交通器材

厂，已是中午了。

与厂家接头后，对方说：“你们一路辛苦，先找个

地方休息，下午给你们装车。”

李新立说：“你们能否安排一名技术员随行，负

责现场指导安装调试？”

厂方当即答应。

下午返回厂家，车已装好。由于路途遥远，路况

又不好，李新立指挥大家，用绳索对已装好的设备再

次加固，确保路上安全。

第六天夜里，他们赶到郑州市，由于路途劳累，

再加上郑州至汝州路段大部分是砂土路面，很不安

全，决定在郑州暂时休息，第二天一早就出发。

当晚，李新立给家里打电话汇报情况，建议准备

好人员和卸车设备。

第七天上午十一时，两辆平板车经过数千公里

的长途奔波，终于回到汝州火车站路口。

在家等待的各部门人员早已到位，底座已经打

好，卸车、安装、调试，紧锣密鼓。

第八天，也就是距现场会报到只剩一天时间了，

三套红绿灯设备已经安装完毕，并调试成功。汝州人

民望着这个从没见过的“客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

掌声。

李新立同志清楚地记得，这一天是 1986年 9月
13日。

历史的脚步跨入新时代，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如今汝州市各类机动车保有量 216950辆，
驾驶员近 30万人。近三年机动车以每年 2万辆的速
度增长。

城区道路四通八达，在册红绿灯发展到了 84
处，是 1986年的 28倍，就连有些乡镇也安装了红绿
灯。我市辖区有二广、宁洛、林桐三条高速，G207、
G3442国道，三条省道在境内交织，9条县道、52条
乡道、1156条村道，总公里程已达 2488.337公里，道
路运输企业达 70家。

交警大队办公地点早于上世纪末搬迁到广成东

路，现代化的办公体系一应俱全。全大队现有总警力

408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总警力的 80％，大队班
子成员 12人。下设机构有 16个，分别为办公室、指
挥中心、源头化管理中队、车管科、事故科、纪检科、

城区二个执勤中队、机动中队、案件侦破中队、公路

巡警四个中队。

二级机构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城区两个中队负

责市区交通疏导、交通秩序整治、重大活动安全警

卫；铁骑队员组成事故中队，负责城区轻微事故的快

处快赔；案侦中队负责办理刑事案件；事故科负责亡

人事故、逃匿事故侦办、重大事故主体深度调查工

作，担负交通事故法庭、律师事务所协调运转工作。

目前，交警大队拥有标配警车 39辆，多功能铁
骑摩托 30辆。

汝州交警在市公安局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围绕

“保安全、保畅通、队伍形象再提升”的工作思路，以

开展“疫情防控”、“平安守护”、道路事故预防“减量

控大”、“美丽乡村行”、“一盔一带”等载体，紧盯源

头、城市、公路、农村四大战场，忠诚履职，开展源头

隐患清零、路面秩序净化、农村安全守护、宣传警示

曝光、社会协同共治、信访化解稳控六大专项行动，

人盯人、人盯车，韧性破解交通难题，统筹推动“治

堵、治乱、治祸”工作落实。

建设“绿波大道”三条，“可变道”、“左转待转车

道”、“提前左转、调头车道”、“护学专用道”12条，施
划各类交通标线 7.3万平方米，安装“远光灯抓拍”、
“违停球抓拍”设备 6套，施划交通标线 72800平方
米。汝州交通秩序明显好转，营造了良好的道路环

境，为人们出行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促进了社会经济

的快速发展。

“汝州交警”成了一张亮丽的名片。2020年，“汝
州交警”微信公众号坐拥粉丝 20万，荣膺公安部“基
层单位”序列全国第四名，获公安部通报表彰。交警

大队多次被河南省交警总队授予先进单位，被公安

部评为全警实战大练兵“标兵集体”，车管所被公安

部授予“全国优秀县级车辆管理所”……

昔日坎坷路，走来不平凡，一路艰辛一路歌。汝

州交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铸就了坚定、执着、坚

毅、绚丽、辉煌，不负韶华，一路前行！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孟学礼

汝 州 交 警 一 路 前 行

交警即交通警察的简称，是人民警察的一个警种。

如今大街小巷，市民们抬头看见穿制服最多的就是交警了。试想，就现在的道路秩序状况，如果没有交通警察的辛苦工作，市区交通

秩序肯定处于一片瘫痪状态，也可能会让你寸步难行。

在三十多年前，汝州根本就没有交通警察。那时候，大街上的行人秩序如何维持？汝州的交警在何年何月产生？想必大多数人还真

说不出个所以然。

近日，有幸与市公安局退休的副局长李新立座谈，得知，李新立同志确是汝州交警从无到有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李新立今年 85岁高龄，仍然精神矍铄，在市公安局老干部科担任党支部副书记和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执行主任，发挥余热。

临汝县第一辆汽车诞生

2 交通警察的诞生

3 汝州红绿灯的诞生

4 汝州交警在前进

李新立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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