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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调查

聊莘、聊冠城际公交运行，高唐线路只等车源

聊城至六县市开通城际公交
本报聊城 2 月 7 日讯(记者

杨淑君) 记者从聊城市交通运输
局运管处获悉，近日，聊城至莘县、
聊城至冠县城际公交开通，至此，
聊城至 7 个县市的公交线路已开
通 6 条。2010 年初，聊城就着手进
行客运线路公交化改造，比全省试
点早了近一年。

聊城市交通运输局运管处客
运科科长曹全增告诉记者，2011
年农历腊月二十九，聊城至莘县城

际公交开始运行；2012 年农历正
月初三，聊城至冠县的城际公交线
路也开始投入运行。至此，除高唐
外，聊城至 6 个县市均完成了公交
化改造。“高唐线路现在就等车
源。”曹全增说，目前，聊城至高唐
城际公交线路的运行手续、新成立
运输公司的公司章程等已经全部
完成，就等客车生产企业生产出车
辆到位。

据悉，2010 年初，聊城市交通

运输系统全面实施“四百工程”：行
政村百分之百通油路，行政村百分
之百通客车，乡镇百分之百建一处

“四位一体”交通运输所，市到县、
县到乡百分之百实现城乡公共交
通一体化。当年 9 月 26 日，聊城
第一条城际公交线——— 聊城至东
阿城际公交开通。2011 年 1 月 5
日，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印发《关于
确定第一批城乡客运公交化试点
单位的通知》，济南章丘市、青岛

即墨市等 12 个区域被纳为城乡
客运公交化试点单位，聊城的冠
县也被列入试点之一。聊城实施
的城乡公交一体化比全省范围试
点早了近一年。

继聊城至东阿城际公交线路
开通后，2011 年至今，聊城至阳
谷、茌平、临清、莘县、冠县的城际
公交也陆续开通。县到乡客运线
路公交化改造完成 106 条，改造
完成率为 100%。

据了解，就经营主体而言，目
前聊城市到县已全部实现集约化
经营，县到乡的集约化程度也超
过 50% 。截至去年年底，县际以上
1 0 3 0 部车实现集约化，其中高
级、中级、普通客车所占比例为
6 6 ：3 3 ：1 ，集 约 化 率 达 到
48 . 2% ，居全省首位。省交通部门
提出“十二五”规划末年，全省集
约化率初步达到 50% ，目前聊城
已实现这个目标。

格延伸调查

城际公交闯出“聊城模式”
本报记者 杨淑君

2 月 5 日下午 1 时许，聊城开往莘县的城际公交车上，29 个座位几乎全部坐满。 本报记者 杨淑君 摄

焦点三>> 目前还有哪些困难

整合农村客运班线

还需财政支持
据悉，目前聊城的

短途客运市场，除了城
乡公交，还有近半数的
农村客运班线(即运行
路线至少有一端在农
村行政村或乡镇 )，这
些客运班线集约化程
度低，大都采用承包经
营或责任经营的方式，
目前还达不到改造的
条件。

“进行公交化改造
也要考虑到可持续发
展。”曹全增说，要让经
营主体能够生存，与城
市公交享受财政补贴
力度大、公益性较强不
同的是，这些交通运输
企业都是经营性质，农

村客运班线和城乡公
交仅享受燃油补贴。近
年来，政府也在不断加
大这方面的财政支持
力度，但与城市公交仍
然有一定的差距。

进行城乡公交一
体化改造，没有明确的
法 律 依 据 ，目 前 只 有

《 山 东 省 道 路 运 输 条
例 》中 提 到 了 相 关 政
策，但对于车辆标准、
人员等只有模糊的概
念界定。曹全增说：“进
行城乡客运公交化改
造 ，不 能 仅 靠 交 通 部
门，还需要更多的财政
补贴支持，才能真正长
期让利于民。”

聊城推行城乡公交一体化，让市民出行有了更多的选择性。乘客如果追求快
捷，可以乘坐快客，一票直达;如果中途站点上下车，可选城际公交。

焦点二>> 为何聊城能改造成功

及早调整运力结构

集约化程度高
从确定改造，到现

在的线路运行情况，聊
城都走在了全省的前
列。为什么聊城能够先
于全省范围进行城乡客
运公交化改造，而且取
得很好的成果？

集约化率是关键。
曹全增说，改造前，聊城
至东阿、茌平、阳谷的客
运班线全部由交运集团
运营，聊城至冠县客运
班线由三家公司运营，
经营公司最多，聊城至
其他县市的客运班线大
都由两家客运公司运
营。“这都是多年来聊城
调整运力结构的结果。”

记者了解到，早在
2003 年，聊城交通运输
部门就开始调整全市运
力结构，针对当时客运
经营主体“多小散乱”情
况，制定“划定片区、公
车公营、集约管理、公交
运行”十六字方针，并一
直实施至今。如何“划定
片区”？以东昌府区为
例，当时规定的就是以
东昌路为界，东昌路以
北归东昌府区四公司经
营，以南归新国线经营。

此外，集约化程度
高，也节省了改造成本，
维持了改造过程中的稳
定。

本报记者体验城际公交

票价下浮两到三成，司机不再担心客源
2 月 5 日中午 12 点 10

分，记者在聊城汽车总站花
8 元钱买到一张聊城至莘县
的城际公交车票。12 点 20
分，鸿新公交有限公司司机
申玉光开着这班车准时出
发。申玉光说，他有近 10 年
的驾龄，从开自己的车到现
在成了新成立的这家公交
公司的一名职员。“收入有
保障，每天只要专心跑线开
车，不再担心客源。”

车刚驶出聊城汽车总
站，就有市民在路边招手上

车。“在城区这条线经过的
地点，只要有公交站牌就可
以招手乘车。”申玉光说，出
了城，随时都可以停车上下
客。

在汽车西站，鸿新公交
有限公司副经理郑建光说，
新投入的全部都是 LNG 新
能源公交，节能环保，即使
燃气泄漏也不会着火，安全
系数高。享受国家燃油补
贴，票价下调。

申玉光说，这条班线早
上 6 点从莘县发车，票价由

原来的 10 至 12 元，下调到
现在的 8 元。“这条线路以
后有望开通月票，票价可能
更优惠。”申玉光说，这条线
路共有 12 辆车，13 名乘务
员，轮流休班。

出城区没多久，29 个
座位的公交车，正好满员。
途中，乘务员提醒乘客到站
下车，并带好随行物品。下
午 13 点 45 分，公交到站。

下午 2 点，记者乘坐莘
县至聊城的快客返程。3 0
个座的车上，仅坐了 10 余

人。司机吕师傅说，自从开
通城际公交，快客上乘客明
显减少。“都是一家公司，我
们都有固定工资，跑好线就
行。”他说，起初公交还和他
们比速度，现在都慢下来
了，公交上的客多，司机提
成多。

记者从聊城汽车总站
获悉，除了聊城至莘县，聊
城至阳谷的公交票价由 13
元下调到 8 元，聊城至东阿
票价由 8 . 5 元下调到 6 元，
下调幅度为 20% 至 30%。

短途客运和城市公交曾
经归两个部门管理，是推行
城乡公交一体化的严重障
碍 。实 行 大 部 制 改 革 后 ，
2010 年 2 月 9 日，聊城市交
通运输局挂牌成立，公交公
司并入交通部门管辖，结束
了之前分属两家管理的矛盾
境地，但是在 2010 年初开始
推行的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造

中，仍然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为何顶着这样大的压力和困
难，聊城仍然在坚持推行？

“城乡客运公交化是大
势 所 趋 。”曹 全 增 说 ，自
2 0 0 6 年前后交通部提出
“三个服务于”，即服务于经
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于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于
人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聊

城交通部门一直在积极转
变职能，努力践行这一标
准。他说，国家政策一直在
积极倡导打破城乡二元结
构，推行城乡客运公交一体
化。“现在全省都在推行城乡
客运公交化。”

据悉，就聊城而言，实施
公交化改造后，不少线路仍
然是快客、公交同时运营。这

样也满足群众出行的多元化
需求。如果追求快捷，可以乘
坐快客，一票直达;如果中途
站点上下车，可选公交。

此外，由于进行公交化
改造后，很多线路都是一家
客运公司经营，在为群众出
行提供方便的同时，也避免
了快客和公交“抢饭碗”的问
题。

焦点一>> 改造难度大，为何要推行

公交化是趋势，满足出行多元化需求

2 月 5 日下午两点，记者乘坐由莘县开往聊城
的快客上，30 个座的车上，上座率仅有三分之一。

本报记者 杨淑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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