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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团体标准化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江苏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安徽省公安厅交通

警察总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长安大队。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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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建设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建设的一般规定、线下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及线上交通

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建设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A/T 963 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设施设置规范

GA/T 1263 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地建设指南

T/CTS 25 单位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内容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A/T 963、GA/T 126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宣传教育阵地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field

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的场所、宣传教育设施以及开展线上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的媒介平台，

包括线下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和线上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

3.1.1

线下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 off-line traffic safety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field

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地等实体场所和标语牌等设施。

3.1.2

线上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 on-line traffic safety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field

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网、数字电视网等，对公众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的媒介平台。

智能交通劝导设备 intelligent traffic guidance device

设置在主要交通节点，利用先进电子信息技术对交通状况进行实时监测，自动识别交通违法行为并

进行语音播报和交通安全宣传提醒的设备。

4 一般规定

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宜以行政村为单位建设，具体建设的形式、数量、位置和内容应考虑

辖区常住人口结构、道路类型、出行方式、交通违法和事故情况等因素。

线下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建设所需场所宜由行政村村民委员会、学校、企业等提供。

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的宣传教育内容不应使用侮辱、惊悚、恫吓式语言，不应使用过于血

腥或侵犯个人隐私的素材。线上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的宣传教育内容应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

网络平台运营规定。

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的运维管理宜实行“谁建设谁负责”的原则，线下农村交通安全宣传

教育阵地的设施维护应符合 GA/T 963 的要求。

5 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建设

线下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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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阵地场所

5.1.1.1 线下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场所：

a) 乡镇交通管理工作站、农村交通安全劝导站；

b) 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地；

c)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

d) 便民综合服务中心（党群服务中心）；

e) 农村公路沿线；

f) 村庄出入口；

g) 学校；

h) 企业；

i) 公交车站（候车点）；

j) 文化广场；

k) 行政村村委会、自然村屯人民委员会庭院；

l) 村民活动中心（室）、文化礼堂；

m) 农村电商服务站、卫生室、农家书屋、养老院；

n) 其他人员密集场所。

5.1.1.2 乡镇交通管理工作站、农村交通安全劝导站、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便民综合服

务中心（党群服务中心）、农村公路沿线、村庄出入口、学校、企业、公交车站（候车点）、文化广场

应设置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行政村村委会、自然村屯人民委员会庭院、村民活动中心（室）、

文化礼堂、农村电商服务站、卫生室、农家书屋、养老院及其他人员密集场所宜设置农村交通安全宣传

教育阵地。

5.1.2 宣传教育设施与设置

5.1.2.1 线下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设施：

a) 标语牌，包括墙体、山体标语、墙体彩绘；

b) 条幅标语；

c) 宣传栏（墙报）；

d) 宣传展板；

e) 电子显示屏；

f) 多媒体设备；

g) 音频播放设备；

h) 交通安全体验设备；

i) 事故残骸车展台；

j) 智能交通劝导设备。

5.1.2.2 线下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的设施设置分为两类：

a) Ⅰ类为基本配置，所有阵地均应满足；

b) Ⅱ类为推荐配置，具备条件的阵地宜采用。

5.1.2.3 乡镇交通管理工作站、农村交通安全劝导站的宣传教育设施设置应符合GA/T 963表 6的要求，

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地的宣传教育设施设置应符合 GA/T 963 表 7 的要求，农村公路沿线的宣传教

育设施设置应符合 GA/T 963 表 8 的要求，学校的宣传教育设施设置应符合 GA/T 963 表 B.9 的要求。

5.1.2.4 其他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的宣传教育设施设置应符合表 1 的要求。

表 1 其他阵地的宣传教育设施设置要求

场所
分

类

标语牌

（块）

条幅标

语

（条）

宣传栏

（墙报）

（个）

宣传展

板

（块）

电子显

示屏

（块）

多媒体

设备

（套）

音频播

放设备

（套）

交通安

全体验

设备

（套）

智能交

通劝导

设备

（套）

交通事

故残骸

车展台

（处）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所、站）

Ⅰ类 1 1 1 4 — 1 — — — —

Ⅱ类 2 2 2 6 1 2 1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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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其他阵地的宣传教育设施设置要求（续）

场所
分

类

标语牌

（块）

条幅标

语

（条）

宣传栏

（墙报）

（个）

宣传展

板

（块）

电子显

示屏

（块）

多媒体

设备

（套）

音频播

放设备

（套）

交通安

全体验

设备

（套）

智能交

通劝导

设备

（套）

交通事

故残骸

车展台

（处）

便民综合服务中心

（党群服务中心）

Ⅰ类 1 1 1 4 — 1 — — — —

Ⅱ类 2 2 2 6 1 2 1 2 — —

村庄出入口
Ⅰ类 1 — — — — — — — — —

Ⅱ类 2 — — — 1 — 1 — 2 —

企业
Ⅰ类 1 1 1 4 — — — — — —

Ⅱ类 2 2 2 6 1 1 1 2 — —

公交车站（候车点）
Ⅰ类 1 — — — — — — — — —

Ⅱ类 2 — 1 — 1 — 1 — — —

文化广场
Ⅰ类 2 2 1 — — — — — — —

Ⅱ类 4 4 2 2 — — 1 — — —

行政村村委会、自

然村屯人民委员会

庭院

Ⅰ类 2 2 1 4 — — 1 — — —

Ⅱ类 4 4 2 6 1 1 1 — — 1

村民活动中心

（室）、文化礼堂

Ⅰ类 2 2 1 4 — — 1 — — —

Ⅱ类 4 4 2 6 1 1 1 — — 1

其他场所
Ⅰ类 1 1 — — — — — — — —

Ⅱ类 2 2 1 2 — — — — — —

注：“—”表示不作要求。

5.1.2.5 行政村、学校、企业设置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地的，宣传教育设施设置应符合 GA/T 963

表 7 的要求，可不按照表 1的要求重复设置。

5.1.2.6 线下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设施的规格应符合 GA/T 963 的要求。

线上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建设

5.2.1 阵地载体

5.2.1.1 线上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的载体包括：

a) 电视台、广播电台；

b) 农村（应急）广播系统；

c) 各级融媒体中心；

d) 各级政务新媒体平台；

e) 村组社交平台。

5.2.1.2 地方电视台应在重点时段播放交通安全公益广告、交通安全游走字幕，宜设置交通安全专栏。

5.2.1.3 县级广播电台宜开设交通安全类节目。

5.2.1.4 行政村应设置农村（应急）广播系统。

5.2.1.5 各级融媒体中心、各级政务新媒体、村组社交平台应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5.2.2 阵地设置

线上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的设置分为两类，Ⅰ类为基本配置，所有线上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

地均应满足；Ⅱ类为推荐配置，具备条件的线上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宜采用，具体要求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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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线上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要求

分类

电视台

广播电台
农村（应急）

广播系统

新媒体

交通安全专

栏

交通安全公

益广告

交通安全游

走字幕

各级融媒体

中心

各级政务新

媒体

村组社交平

台

Ⅰ类 — √ √ — √ √ √ √

Ⅱ类 √ √ √ √ √ √ √ √

注：“—”表示不作要求。

6 阵地宣传教育内容

基本要求

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的宣传教育内容应从T/CTS 25中选取，不同阵地的宣传教育内容重点及

形式不同。

线下阵地宣传教育内容

6.2.1 不同线下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的宣传教育内容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乡镇交通管理工作站、农村交通安全劝导站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内容应以农村群众出行的安

全知识教育为主，重点突出交通安全常识、文明交通、交通出行自我保护知识等；

b) 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地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内容应以文明教育、警示教育、互动体验为

主，重点突出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交通安全常识、典型交通安全风险、严重交通违法行

为危害、安全驾驶技能、文明交通倡导等；

c)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便民综合服务中心（党群服务中心）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内容应重点突出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交通安全常识、典型交通安全风险、严重交通违法

行为危害、文明交通倡导等；

d) 农村公路沿线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内容应重点突出交通违法行为整治、文明交通倡导、交通

安全常识等；

e) 村庄出入口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内容应以典型交通安全风险提示、文明交通倡导为主；

f) 学校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内容应以知识教育为主，重点突出交通安全常识、文明交通常识、

交通出行自我保护等；

g) 企业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内容应以警示教育为主，重点突出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危害、紧急情

况处置方法、典型事故案例剖析，以及针对季节气候变化的安全提示信息等；

h) 公交车站（候车点）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内容应以安全提示为主；

i) 文化广场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内容应以文明交通倡导、交通安全常识为主；

j) 行政村村委会、自然村屯人民委员会庭院、村民活动中心（室）、文化礼堂的交通安全宣传

教育内容应以安全提示为主，重点突出交通安全常识、交通出行自我保护、紧急情况处置方

法等；

k) 农村电商服务站、卫生室、农家书屋、养老院及其他人员密集场所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内容

应以典型交通安全风险警示、安全提示为主。

6.2.2 线下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的宣传教育内容应至少采用图片、文字形式，设有电子显示屏、

多媒体设备的阵地宜采用视频形式。

6.2.3 农村公路沿线、行政村、自然村屯等场所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内容可与当地旅游景点、历史文

化、特色民俗、便民服务等相结合。

6.2.4 线下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的宣传教育内容应结合主题活动、专项行动、突出交通违法行

为、季节气候等适时更新，更新周期及比例应符合表 3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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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线下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宣传教育内容更新要求

设施 更新周期 更新内容占比

标语牌 ≤1年，山体标语、墙体彩绘保持完好可连续使用 ≥30%

条幅标语 适时更新 ≥60%

宣传栏（墙报） ≤3个月，破损后及时更新 100%

宣传展板 ≤6个月 ≥60%

电子显示屏 适时更新 100%

多媒体设备、音频播放设备 ≤3个月 ≥60%

交通安全体验设备 ≤3年 ≥60%

智能交通劝导设备 ≤3年，设备完好可连续使用 —

交通事故残骸车展台 ≤3年，典型事故的残骸车可连续使用 100%

注：“—”表示不作要求。

线上阵地宣传教育内容

6.3.1 线上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应以下列宣传教育内容为主：

a) 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政策；

b) 交通安全文明常识；

c) 交通违法行为曝光；

d) 交通事故案例警示；

e) 出行安全提示。

6.3.2 线上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的宣传教育内容应根据阵地载体采用图文、音频、视频等多媒

体形式。

6.3.3 不同线上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的宣传教育内容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地方电视台应每日播放交通安全公益广告、交通安全视频节目，适时播放交通安全游走字幕；

b) 县级广播电台交通安全类节目应根据气象、道路交通状况，每日播报交通安全宣传提示内容；

c) 农村（应急）广播系统应根据气象、季节出行特点，每日定时播报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音频，

播报时长不少于 5min；

d) 各级融媒体中心、各级政务新媒体应发布图文、视频类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交通安全常

识、典型交通安全风险、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危害、安全驾驶技能、文明交通倡导等内容，内

容更新周期应不超过 1 个月；

e) 村组社交平台应根据气象、季节出行特点，适时发布图文、视频类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提示、

警示教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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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建设导则》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目的和意义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已进入到全面谱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乡村要振兴，安全是根基，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近年来，我国农村交通进入大发展阶段。截至 2022

年底，全国国省道和农村公路已达 530 余万公里，农村机动车和驾驶人数量不断攀升，分别达到

2.08 亿辆和 2.89 亿人，占到全国总量的 50.2%和 57.8%。然而，农村地区交通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农村地区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占到全国总量的一半以上。“道路交通安全，农村系于一半”，这是

需要全社会高度重视的现实问题。

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是向广大农村群众普及交通安全知识，培养交通安全文明意识、规则意识，

提升出行安全自我防护能力，传播交通安全文化的有力手段，对于预防和减少农村地区道路交通

事故、防止农村群众因交通事故致贫返贫具有重大意义，多个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文件明确提出要

加强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例如：《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提升行动计划（2021—2023）》要

求“夯实农村地区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创新农村交通安全文明共治模式，积极应用农村广播

系统（大喇叭）、市县电视节目及村组微信群等渠道，创新利用便民综合服务中心、农村电商服

务站等场所，做强农村交通安全宣传阵地，提高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十四五”

全国道路交通安全规划》明确要求“重点加强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和文明

示范村创建工作，创新农村安全文明交通共治模式，积极应用农村广播系统（大喇叭）、市县电

视节目及微信群等渠道，创新利用便民综合服务中心、农村电商服务站等场所，做强农村交通安

全宣传阵地，抓好农村‘一老一小’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然而，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总体基础较差，阵地建设是有效开展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的

必要条件和基础，因此，制订《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建设导则》，通过标准规范促进农村

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建设，可以对农村地区基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和基层政府切实开展交

通安全宣传教育、提高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提供有力的基础保障和支撑，从

而提高农村道路交通安全文明程度，达到预防和减少农村道路交通事故，保护农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的目的。

二、标准编制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及立项

根据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关于开展 2024 年度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征集工作的通知》（中

交安协通〔2023〕25 号），2024 年 3 月，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以下简称“道研中心”）

联合江苏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安徽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交通警

察总队、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长安大队提交了《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建设导则》团

体标准立项申请。2024 年 4 月 25 日，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团体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召开团体标

准立项评审会，并于 2024 年 5 月 10 日正式批复同意立项。

2、起草单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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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研中心是公安部直属科研事业单位，主要承担道路交通安全政策法规、标准体系、发展战

略规划、工程技术研究，以及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道路交通安全行业提供决策咨询、技术保障

和业务实训服务等职责任务。道研中心着眼于发展为“国内一流、世界知名”具有中国特色的道

路交通安全研究机构，先后承担了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以及公安部、科技部等国家级、部级重要

课题的研究任务，具备良好的优势资源整合能力、理论探索能力和实验论证能力，在道路交通管

理领域具备良好的科研理论、方法和技术条件，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

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 30 余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和 200 余项中央财政资金支持项

目研发工作，完成国家、行业、团体标准制修订 80 余项，部令 20 余个，取得发明专利及实用新

型专利 91 项，软件著作权 92 个，出版论著 40 余部，发表学术论文近 400 篇，荣获公安部科学技

术奖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2 项，一系列成果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空白，一大批软硬

件产品正在全国各地推广应用。项目承担部门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研究部长期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

育理论、内容和方法研究，多项交通安全宣教相关研究成果已得到广泛应用，完成了多项交通安

全宣传教育相关行业标准、团体标准制修订研究。

江苏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安徽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交通警

察总队、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长安大队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长期开展道路交通管理

及交通安全宣教工作，充分了解交通安全现状、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需求，在交通安全宣教方面均

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以为标准起草提供实践指导，也可为标准落地应用起到带头作用。

3、主要起草单位及起草人所做的工作

主要参加单位 成员 主要工作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

高海燕、丛浩哲、朱建

安、李君、邵东、张骞、

赵晓轩、王二娜

负责标准论证及立项申请，协调编写过

程中的组织工作和框架体系构建，编写

范围、术语和定义、一般规定、线下、

线上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建设要求等

内容

江苏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沈永红、林志凡、刘宝
线下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建设要求相

关内容编写

安徽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马珺、王宏哲、杨子毅
线上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建设要求相

关内容编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交通

警察总队

张玉波、李小杰、郑玲

莉

线上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建设要求相

关内容编写

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长

安大队
李兆功、甄龙、蒋欣欣

线下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建设要求相

关内容编写

4、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阶段：2024 年 5 月—2024 年 9 月

2024 年 5 月 10 日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正式批复同意立项后，组建了标准起草组，正式启

动标准起草工作。

为使编写的标准内容紧贴实际、针对性强，2024 年 5 月—7 月，起草组牵头单位——公安部

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紧紧围绕交通安全宣教阵地建设现状及存在问题拟定了调研提纲，先后派

出 10 余人次，分赴云南交警总队、广西交警总队、苏州园区交警大队、宁波交警支队等单位进行

调研和走访。在此基础上，搭建了标准的基本框架和结构，并进行了人员分工。2024 年 9 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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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组按照分工编写形成了《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建设导则》草稿。

（2）征求意见稿阶段：2024 年 10 月—2025 年 1 月

2024 年 10 月，起草组经过内部研讨，修改形成《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建设导则》工

作组讨论稿。2024 年 11 月 8 日，起草组邀请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标委会及公安交管系统专家

等 8 人，召开第一次会议，对《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建设导则》讨论稿进行研讨，提出下

列修改建议：

①“术语和定义”中“宣传教育阵地”修改为“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的场所、宣传教

育设施以及开展线上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的媒介平台，包括线下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和线上

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

②“4 总体要求”改为“4 一般规定”。

③“5.1 阵地场所”“5.2 宣传教育设施与设置”中增加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

表 1 中，学校和企业的设施设置要求分开列表。

④“5.3 宣传教育内容”中突出步行、驾驶非机动车、乘车相关内容，机动车驾驶安全相关

内容适当简化，增加电子显示屏内容的更新要求。

⑤“7 运维管理”相关内容放在“4 一般规定”中。

研讨会后，起草组按照专家意见、建议，修改标准内容，形成《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

建设导则》征求意见稿初稿；2024 年 11 月 28 日，修订后的《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设施设置规

范》（GA/T 963）正式发布，起草组进一步根据该标准修改完善标准内容，于 2024 年 12 月完成

《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建设导则（征求意见稿）》初稿。

2025 年 1 月，经专家审核，建议调整标准文本结构，将征求意见稿初稿汇总的第五、六章合

并为第五章 阵地建设，5.1 为线下阵地建设，5.2 为线上阵地建设；第六章为教育内容。起草组

据此进一步修改完成《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建设导则（征求意见稿）》。

三、标准编制原则

（一）规范性：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

规则》的规定进行编写和表达，体现了统一性、协调性、规范性要求。同时，本标准编制符合我

国有关法律法规要求。

（二）适用性：本标准充分考虑了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建设的可行性和实用性，适用

于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建设。

（三）系统性：本标准规定了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建设的一般规定、线下交通安全宣

传教育阵地及线上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建设要求，为农村地区开展系统性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阵地建设提供指导。

四、标准内容的起草

1、主要内容的确定和依据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建设的一般规定、线下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及线

上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建设要求。本文件适用于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建设。

（2）规范性引用文件

GA/T 963 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设施设置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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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 1263 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地建设指南

T/CTS 25 单位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内容和方法

（3）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引用了 GA/T 1263、GA/T 963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并对“宣传教育阵地”“线下交通

安全宣传教育阵地”“线上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智能交通劝导设备”进行了术语和定义。

（4）一般规定

明确了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宜以行政村为单位建设，具体建设的形式、数量、位置和

内容应考虑辖区常住人口结构、道路类型、出行方式、交通违法和事故情况等因素，线下农村交

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建设所需场所宜由行政村村民委员会提供；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的宣

传教育内容的语言和规范要求；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的运维管理宜实行“谁建设谁负责”

的原则，线下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的设施维护应符合 GA/T 963 的要求。

（5）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建设

①线下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建设要求

包括线下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的场所、设施与设置、宣传教育内容要求。宣教阵地场所包

括但不限于：乡镇交通管理工作站、农村交通安全劝导站；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地；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便民综合服务中心（党群服务中心）；农村公路沿线；村庄出入口；

学校；企业；公交车站（候车点）；文化广场；行政村村委会、自然村屯人民委员会庭院；村民

活动中心（室）、文化礼堂；农村电商服务站、卫生室、农家书屋、养老院；其他人员密集场所。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设施设置规范》（GA/T 963），结合目前有的农村设置了交通

安全宣传教育墙体彩绘，明确了线下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的设施包括但不限于：标语牌，

包括墙体、山体标语、墙体彩绘；条幅标语；宣传栏（墙报）；宣传展板；电子显示屏；多媒体

设备；音频播放设备；交通安全体验设备；事故残骸车展台；智能交通劝导设备。设施设置分为

两类：Ⅰ类为基本配置，所有阵地均应满足；Ⅱ类为推荐配置，具备条件的阵地宜采用，规定了

各类场所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设施设置要求。

②线上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建设要求

根据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可利用的线上载体现状，一是规定了线上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阵地的载体包括：电视台、广播电台；农村（应急）广播系统；各级融媒体中心；各级政务新媒

体平台；村组社交平台；二是规定了线上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的设置分为两类，Ⅰ类为基

本配置，所有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均应满足；Ⅱ类为推荐配置，具备条件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阵地宜采用。

（6）阵地宣传教育内容

本章规定了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的宣传教育内容应从 T/CTS 25 中选取，并根据线下阵

地和线上阵地的不同特点对宣传教育内容重点和形式等作出了规定。

一是明确了不同线下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的宣传教育内容应符合的要求，应至少采用

图片、文字形式，设有电子显示屏、多媒体设备的阵地宜采用视频形式，并提出线下阵地的宣传

教育内容应结合主题活动、专项行动、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季节气候等的更新周期及比例要求。

二是明确了线上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应以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政策、交通安全文

明常识、交通违法行为曝光、交通事故案例警示、出行安全提示为主，应采用图文、音频、视频

等多媒体形式，明确了不同载体的宣传教育内容的形式及时长、更新要求。

2、标准中英文内容的汉译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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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英文译名为“Guidelin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traffic safety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field”。本标准中标题、术语和定义的英文由标准起草组翻译，标准名称、术语

和定义的英文较准确地表达了中文的真实意思，翻译语句通顺，符合英文习惯。

五、主要试验验证结果及分析

无。

六、标准水平分析

本标准系统、具体规定了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建设的一般规定、形式及设施配置、宣

传教育内容等要求，填补了国内缺乏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建设标准文件的空白，具有国内

先进水平。

七、采标情况

本标准属于团体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相适应、相协调，引用了《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设

施设置规范》（GA/T 963）、《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地建设指南》（GA/T 1263）、《单位道

路交通安全教育内容和方法》（T/CTS 25），线下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的设施与设置与《道

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设施设置规范》（GA/T 963）、《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地建设指南》（GA/T

1263）保持一致，并增加了《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设施设置规范》（GA/T 963）中缺少的阵地

场所的设施设置要求，阵地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内容引用《单位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内容和方法》

（T/CTS 25）。

八、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有关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目前，尚无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阵地相关强制性标准，本标准属于团体标准，与我国现行法律

法规相适应、相协调。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未产生重大分歧意见。

十、标准性质的建议

非强制性标准，自愿采用。

十一、贯彻标准的要求和建议

本标准发布后，尽快组织宣贯，推动标准执行。

十二、废止、替代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三、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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