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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前在安徽、贵州等地采访发现，自今年6月1日驾驶证考

试内容和程序“瘦身”后，驾考迎来“盛夏”，今年高中毕业生、在校大

学生、外出务工人员等正成为学车主力。驾照已经成了很多年轻人

“技能工具箱”里的必备证书。

●上半年1390万人拿本

暑期还有许多人正在赶来

今年6月1日起，驾驶证考试

内容和程序进行了优化，如小型自

动挡汽车科目二考试取消了“坡道

定点停车和起步”项目，考试由5项

减少为4项，一些科目约考间隔时

间也有所缩短。这些“瘦身”政策

给“驾考热”添了一把火。

在安徽合肥，仅市区6月便有

1.7万人参加了科目一考试，“这个

数据比去年同期高了不少。”合肥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考试科

科长程鹏告诉记者，学生依旧是暑

期学车的主力，“从理论上说，现在

一个考生拿到驾照的时间从45天

减少到35天，暑假结束就有可能

直接拿到驾照。”

在合肥市经开区良鑫驾校，记

者遇到今年考上大学的高三毕业

生小鲍。高考一结束，父母送给她

的第一份毕业礼物便是一张驾考

报名表。“我们班不少同学都在利

用这个暑假抓紧学车。”小鲍说。

良鑫驾校校长李忠秋告诉记

者，去年暑期因为新冠肺炎疫情，

驾培市场趋于平淡，今年来报名学

车的人络绎不绝。

贵州省中铁二局贵阳驾驶培

训有限公司目前在贵阳市拥有14

个驾培教学点，公司负责驾培教学

的总教练杨再勇说：“每年选择寒

暑假培训的学员比较集中，各类学

生学员数大约占公司学员总数的

20%，而18至23岁的年轻人约占

学员总数的70%。”

记者发现，除了学生群体，今

年驾考大军中出现越来越多的新

面孔。

24岁的黄东是安徽省安庆市

大观区一位快递小哥，两年前从当

地农村进城务工。今年6月初，他

到驾校报了名，“现在得空就去驾

校练练。”黄东告诉记者，“这个决

定由来已久，每年春节回家

带年货，大包小包坐车实在

不方便，想着攒了一些钱，就学车

买车，以后开车回家。”

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诚驰驾

校负责人曾一飞介绍，近年来，外

出务工人员利用春节时间返乡学

车或者利用暑期在打工地学车等

现象越来越普遍。随着农村道路

升级改善，一些农民也利用农闲时

间学车，“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买车

已经不是一件稀罕事。”曾一飞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针对

“驾考热”，合肥、安庆、贵阳等地响

应考生需求，通过“一证通考”、异

地分科目考试等方式优化流程，提

升服务质量。

合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

所所长黄华军说，针对群众办理取

消考试等业务存在“小事情、不简

便”的情况，车管所开发了“驾考

通”自助设备，群众仅凭身份证即

可快速办理，目前该设备已办理业

务超过6.6万笔。合肥还向社会公

布全市各驾校考试合格率、合格学

员交通违法率等情况，方便群众参

考选择驾校，同时督促驾校提升培

训质量。

为了应对驾考旺季，安庆市早

就做好准备。该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车管所政委吴雁兵告诉记者，他

们一方面加大了每日的考试量，另

一方面对考试车辆进行了升级，从

燃油汽车换为新能源汽车，“车况

升级的同时，也更为环保。”

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

管理所考试科负责人蒋洋介绍，为

落实公安交管系统放管服的要求，

贵阳积极推进小车“一证通考”服

务，现在只要持本人身份证均可在

贵阳市参加驾考，不用像过去一样

还需要居住证等证件。

“这几年的便民服务还比较

多，很多流程都实现了电子化，参

与驾考的人基本上在网上就能完

成很多流程，既高效又省时。”蒋洋

说，而且现在所有科目考试都实现

了电子化评判，考核环节管理也更

加规范和公平。

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1年6

月，全国机动车驾驶人4.69亿人，

其中汽车驾驶人4.31亿人。2021

年上半年，全国新领证驾驶人数量

1390万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662万人，增长90.93%。

一些业内人士指出，驾考热侧

面反映出驾驶技能普及化的趋

势，更反映出老百姓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驾培需求量大，

进一步做好还需要加强管理，提

升培训质量。

数据显示，贵阳全市登记在册

的共有70多所驾校。在合肥，这

个数字超过了140所，而在2014

年之前，合肥仅有17所驾校。业

内人士认为，市场火爆的背景下

更要加强驾培市场管理以及相应

驾培机构的审核规范，防止价格

战、乱收费等无序竞争，影响行业

发展。

还有受访人员表示，一些驾校

属于挂靠运行，从业人员素质往往

参差不齐，运行管理也不规范，容

易滋生矛盾和问题。驾培毕竟是

一项技术培训，需要在培训环节切

实落实培训任务和要求，否则质量

不高，容易产生“马路杀手”。

吴雁兵认为，应加大社会化考

场的建设力度，让更多有资质的社

会化资源运用到驾考服务中。业

内人士认为，在保证实操教学的基

础上，更要加强道路安全、交

通法规意识教育培养，

让驾考参加者学得

好、考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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