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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楼路、红星路、琵琶山路……

市民评出十大拥堵道路
本报济宁1月12日讯(记者 黄

广华 晋森) 12日上午，本报记
者走上街头，向市民以及公交车司
机、出租车司机送出100份调查问
卷，征集济宁城区最拥堵的10条道
路，共收回有效调查问卷95份。经
过统计，下面10条道路成为市民选
出的10大拥堵道路，他们分别是：

太白楼路、红星路、建设路、古槐
路、运河路、健康路、琵琶山路、车
站东路、共青团路、洸河路。

调查中记者发现，在评出的10
大拥堵道路中，某些路段成为市民
反映的重点。例如太白楼路海尔大
厦—小南门段，红星路百花公园—
古槐路十字路口段，共青团路体育

馆——— 秀水城段等，市民认为拥堵
严重。另外，在一些医院、超市、车
站门口，也是市民反映拥堵比较集
中的地方，例如健康路的第一人民
医院门口，建设路的汽车南站和汽
车北站门口，以及琵琶山路的大润
发附近和车站东路的汽车南站东
门处，也是市民反映比较集中的拥

堵路段。
在建设路上，市民小崔认真选

出了10条拥堵路段，针对道路拥堵
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在调查
问卷的背面详细列出了解决拥堵
的建议。“大力发展公共交通，限制
私家车增长，整治商贩占道经营，
我认为是改善交通拥堵情况的几

个办法。”小崔表示，除了采取这些
措施外，应该在城区一些主干道建
立过街天桥。

在本报举行的十大拥堵路段
征集活动中，读者反响热烈，有很
多市民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自己
的看法，本报在综合考虑的基础
上，选出了以上10大拥堵路段。

“城市的拥堵，也使我们公交车不
能按点到站，尤其是在上班的高峰期，
问题非常突出。”公交公司司机表示，早
上的7点至8点之间处于上班高峰，乘公
交上班的市民都急着赶到单位，而恰恰
这个时间也是道路拥堵的高峰，公交车
都堵在了路上，“早高峰的时间，一个站
牌有时候等十几分钟不来一趟车，有时
候却一下子来两辆同一线路的车。”公
交司机表示，这种情况会引起市民的不
满，其实每辆公交车在出站时都是按点
发车，但堵到路上之后，就会出现要么
不来，要么几辆一起来的现象。

另外，城市的拥堵也造成公交运营
成本上升，“堵在路上的公交车发动机
还要保持工作，这样就造成了发动机空
转，即使不走也在耗费燃油，无形当中
增加了成本。”公交车司机表示，一些幼
儿园和中小学校都位于太白楼、红星
路、洸河路等城区主干道的旁边，在下
午放学时段，接孩子的家长把车往路边
一停，直接占去了一个车道，使道路变
得更加狭窄。

“在北京等一些大城市，市民出行
公交车的分担率能达到30%，而济宁相
对来说，公交车分担率还达不到这个程
度。”济宁公交公司营调处工作人员表
示，由于历史习惯及城区较小的原因，
很多市民放弃了公交车，出行选择电动
自行车、电动三轮和自行车或者私家轿
车，这样在很多路段就造成了人车混
行，从而加重了拥堵。

20位出租车司机填写的调查问卷
中，记者发现90%的出租车司机将太白
楼路、健康路列为最拥堵路段，而路面
太窄、车辆激增、非机动车和行人不遵
守交通规则是的哥们认为造成拥堵的
主要原因。

12日上午，记者在济宁新交运集团
出租车公司，向20名出租车司机发出了
调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0%的司机认
为太白楼路、健康路最拥堵；80%的认为
车站东路、古槐路、刘庄路较拥堵；70%左
右的司机认为共青团路、建设路、红星路
次之。“一到下午四点就不敢走太白路，
肯定堵。运河城那里根本走不动。健康路
上有人民医院，再遇上孩子放学，进去就
出不来。”出租车司机杨师傅说。

记者发现，不少司机在拥堵原因一
栏中写到：“车多路窄、非机动车占用机
动车道、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车辆乱
停乱放。”这些是导致交通拥堵的主要
原因。“电动车、自行车不走非机动车
道，往机动车道上挤。有些行人不看信
号灯，直接过马路。还有占道经营的，秦
庄路、解放路，这都是拥堵的重灾区。”
出租车司机程师傅说。

有出租车司机建议，应当控制私家
车的增长量；禁止电动车、自行车占用快
车道；加大交通管理力度，杜绝占道经
营；在条件许可的路段上设置隔离带，把
一些支路口改成单行道，或者多设置一
些禁左路段，让车辆循环起来。也有司机
建议私家车实行单双号出行，或者各单
位错开上下班时间。“要是能拓宽部分路
面，那就能从根本上解决拥堵现状。”

本报记者 晋森 岳茵茵

公交司机：

分担率低，市民不爱坐

出租司机：

人车争行，是拥堵主因

车辆的激增，让狭小的城区
街道承载着巨大的压力。开车出
门遇上高峰期，等上五六个信号
灯，已经不是稀罕事了。记者从

《济宁市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
划》阶段汇报成果中发现，老城
区教育、医疗资源相对集中，90%
以上的基础设施拥挤在20平方
公里之内，资源的过度集中，直
接导致了车流量的集中。“这种

‘钟摆式’的交通压力逐渐加大,

也让城区的交通更加拥堵。”规
划部门的有关人员说。

除了开车堵，另一个让车主
们非常头疼的，就是停车难。据
统计，济宁市中心城区机动车停
车泊位共3926个，每百辆机动车
仅有1 . 7个停车位，停车位稀缺。
而医院和商业区，更是重灾区。

“济宁城区最繁华的太白楼路商
圈，停车位最为稀缺，除了太白
楼广场和几个卖场为数不多的

停车位，所有的停车压力都集中
到了商圈核心位置的运河城广
场。从而也导致了停车费从2元/
次提高到了4元/次。

医院免费停车，周边一些商
铺的车主将车停在医院停车场
内，有时一停好几天，占用着车
位，导致就医者没有车位，被迫
挤到周边路面上。“此外，老城区
一些路网结构不合理，功能不清
晰，干支路比例失衡。例如刘庄

路、供销路这一类的‘断头路’，
浪费了路网资源。”规划部门工
作人员说，如果能降低老城区的
建筑密度，道路或许就没这么拥
堵。

记者了解到，2011年年初，
济宁市统一部署治理交通拥堵
问题,市规划局委托中国城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编制了《济宁市城
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将于今年
年初组织专家评审。

济宁市交警支队交管科的相
关负责人表示，道路拥堵问题已成
为城市的一大顽疾，对城市拥堵问
题，交警部门也进行了多次调研，
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解决办法。

交警部门认为，首先，应建立
规划、建设、管理“三位一体”管理
机制。在市政建设、道路规划时，要
充分征求交警部门的意见，交警部
门根据交通需求和道路流量状况，
提出道路建设意见，同时新建道路
还要能满足未来几年的交通需求。

对于交通较拥堵带有绿化隔离带
的道路，去除车道内条形花坛并进
行硬化，增加直行车道。

其次，大力实施公交优先政
策。政府对发展公交要给予政策支
持。增加公交班次，扩大公交线路
覆盖率，减少居民出行等待时间；
改造公交站点，将现在站点全改为
港湾式站点，减少停车占道面积。
针对大量市民在城区居住，高新区
上班的情况，交警部门提出应大力
发展单位自备班车，最大限度地减

少群众自驾车出行，降低道路资源
占用率。结合党政机关、工厂外迁
的实际情况，所有搬至高新区的企
事业单位都要购买或租赁班车，使
职工统一乘车，减少资源浪费。

此外，还可以科学合理规
划、建设停车场，减少车辆乱停
乱放占用道路资源现象。将人
流、物流集散地迁移出城区。其
次，还应该分流主干道交通流
量，增加支路“微循环”能力。交
警部门针对主干道流量大的现

状，科学实施调流，均衡市区交
通流量；有关职能部门要清理支
路、小街巷的非交通占道现象，
还路于民、还路于车，将流动摊
点固定到集贸市场内，为人民群
众出行创造良好的交通环境。

因此，当城市规划建设与道路
交通达到最优结合点，就能给交通
提供最大基础保证。形成城区道路
交通拥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必须
从各个环节入手，多部门配合，才
能真正解决城市交通堵塞。

交警部门 多部门配合，从根本上治理拥堵

市民出招 限制私家车数量，增建停车场

在调查问卷中，市民崔先生
详细地填写了道路拥堵的原因
和改善建议，将问卷纸的正反两
面都填满了。

崔先生认为，道路拥堵，除
了道路设计规划先天不足之少
之外，还有私家车增长过快，以
及支道路不畅，微循环不能有效
利用起来有关，在城区的主干道

基本上没有过街天桥和地下通
道，人车混行情况严重，也加重
了道路拥堵状况。

针对这种情况，崔先生也提
出了改善的建议。他认为首先应
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这是解决交
通拥堵的途径之一，另外采取措
施逐步限制私家车的快速增长，
增加用车成本，运用经济手段调

控私家车。第三提出了提高城区
主干道的快速通行能力，增加主
干道的硬隔离，加强公交专用车
道的监控和管理。在主干道、支干
道和微干道的使用上，应该继续
在一些小路口、丁字路口禁左，并
试行单线和限行等措施。此外，还
应大力整治小商小贩占道经营。

在填写调查问卷时，市民朱

女士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认
为目前市区内停车场偏少也是
造成拥堵的一个原因，“有时候
开车碰到堵车，我就想找个停车
场把车停下然后步行走，但是停
车场不是这么好找，只好硬着头
皮开下去。”朱女士认为，在城区
应该考虑多设一些停车场。

规划部门 应该减低中心城区的出行密度

城区太
白楼路上，拥
堵现场十分
严重。

本报记
者 李岩松

摄

(本报记者 晋森 岳茵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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