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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点停靠15辆公交
公交“长龙”累坏车和人
见习记者 宋立山 本报记者 马云云

针对市民权威所提的加长公交
站台、建大公交站等建议。20日，记
者在经十路上进行了深入调查。

高峰期公交扎堆

20日下午2时，在经十路燕子山
西路站点，11个小候车亭东西绵延
20多米。公交站牌显示，有包括16
路、117路、BRT2等在内的14辆公
交车次在该站停靠。下午2时并不是
上下班的高峰期，但仍有很多市民
在此候车。

记者自东向西沿着经十路从燕
子山西路站点步行至舜耕路站点，每
隔五六百米便设有一个公交停靠站
点，行经包括山师东路、科院路、历山
路南口和千佛山等在内的6个公交站
点，公交站牌显示，几乎每个公交站
点都有10辆以上的公交车次。

其中，仅在舜耕路一个站点停靠
的车次就有15个，“15辆车如果在高
峰期扎堆了，排起队来得有100米

长。”在附近路口执勤的交通协管员
左女士说，每逢周一和周五，人流和
车流非常大，十几辆公交车排成长队
很常见。而且公交车站紧挨着单位班
车停靠点，公交车加上大巴车，将车
龙拉得更长。

乘客上车来回跑

公交车长龙给乘客和司机都带
来不少麻烦。“上下班的时候，一来
就来七八辆车，找车挺麻烦。”每天
乘坐K139路车上下班的市民翟女
士说，她一般在最前面的公交站牌
等车，但是往往一来就是七八辆车，
有时候K139路车正好在最后边，等
车的人太多，她只能赶紧往后跑，可
等她跑过去时，前面的车开走了，
K139又要向前行驶，如此一来，她
又不得不再往回跑，“为了挤上车，
跑来跑去太折腾人了。”

一些公交车的司机师傅对此
也颇有微词。一名公交车司机告

诉记者，车队排得太长，同一辆车
的乘客不是在一个地方统一等车，而
是从站点西头一直排到东头，有乘客
招手就得停。而且，前面一辆车开走，
后面一辆就得赶紧跟上，不然后面的
车就动弹不了，20多米的距离停停走
走很多次。

其余车辆右转难

出租车司机张师傅说，经十路上
很多公交站点距离十字路口非常近，
公交车道位于最右边，每逢高峰期，直
行的公交车一辆接一辆排成长龙，切
断了其左侧车道上右转车辆的路线。

私家车主吴先生也提到，要么
抢在公交车出站之前右转，要么乖
乖跟在公交车后，但是这两种情况
都存在问题，如果在公交车前面右
转，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危险。乖乖跟
在后面的话，则会加剧拥堵，公交车
队已经排出几十米，后面再跟上一
溜私家车的话，堵得就更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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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2 月 20 日讯(记
者 马云云 见习记者

宋立山 ) 公交车停靠
扎堆儿，乘客、公交和私
家车都着急，这事儿咋解
决？20 日，市民权威向本
报建言，可以尝试加长公
交站牌，或者设立大站公
交，以分散公交车次。

“可以学习广州等地
的做法，调配各路公交车
的停靠点，把站牌停靠公
交线路密度降低，每个站
点停靠六七条公交线路，
站牌之间的距离在 30 米
以上。”权威说，公交车在
站点扎堆后，排在后面的
公交车要让行右转车辆，
每次都造成路口延误。通
过路口要等两三次绿灯，
耗时三五分钟很常见。建
大站牌可以减少停车次
数和站点拥堵，增强公交
的相对吸引力。

此外，权威还建议，
可以加长站台，“长度要
能同时容纳 5 辆以上公交
停靠，建议长度在 100 到
240 米之间，为现有站台
长度的 2 到 5 倍。”权威

说，这样前后公交车可以
不互相阻挡，并以相当的
速度进出站。

不过，117 路公交车
司机钟先生认为，分散公
交站点也不太现实，因为
现在的公交站点都是建
在靠近小区等人流比较大
的位置，分散之后可能会造
成一些市民走更远的距离。
而且，每个路口之间的距离
比较近，增加的公交站点如
果太靠近路口，会造成更
大的拥堵。

“如果不能增加公交
站点分散车次的话，可以
想办法提高乘客上下车
和 公 交 车 进 出 站 的 效
率。”司机张师傅说，现
在公交车一扎堆，乘客
来回跑导致上下车的效
率很低。他认为，可以学
习一下北京的做法，在
每个公交车站内再具体
划分一些候车区域，为
每一辆车竖上一个候车
牌，所有等着该辆车的乘
客都集中到一个地方等，
公交车也只在一个地方
停。

避免公交车扎堆
可分散站牌停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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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月10日之前，济南市继续向社会征集意见建议，这
些意见建议可能被吸纳进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可能
成为明年济南市为民办的实事之一。市民反映的问题将在第
一时间被转交给政府相关部门进行办理。有话说的市民可通
过拨打12345或本报热线96706345等方式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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