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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1：
130路和89路

应当再延伸
目前，130路和89路两条公

交线已延伸到大桥镇政府，但
政协委员丁守林认为，现有的
两条线路远远解决不了大桥
镇及桑梓镇多数地区百姓进
城难问题。

丁守林建议，130路及89

路应自大桥镇政府延伸至桑
梓化工工业园或靳家，这样
就能解决济南北部80%以上
百姓的进城难问题。记者采
访发现，大桥镇政府北部村
庄居民出行时间非常集中，
且单向性明显，早上6时至6

时30分，村民从北向南穿越
黄河大桥，下午5时至6时，村
民从南向北穿越黄河大桥。

对此，丁守林认为，应当
探索城乡公交发展的新模
式，“原来是‘要想富，先修
路’，现在有了路，应尽快配
套公共交通线路及设施。”

建言2：
135路和22路

要及时恢复
近年来，凤凰山路北首已

经发展成为一个人员密集、客
流量较大的区域，附近有国棉
一厂、凤凰山庄等大型居民
区，大型工厂、各类市场也比
较集中，常住人口及上下班职
工、学生数万人，但周围公交
车很少。对此，政协委员张桂
英已经连续两年提交提案。

据张桂英调研，135路公
交曾在上述区域运行，受工
商河引河工程及臧石路修路
等因素影响，135路公交线临
时取消。近几年来，随着工商
河引河工程及小清河改造工
程的逐步实现，周围环境和
道路状况已经具备了通车条
件。为此，张桂英建议相关部
门协调恢复135路公交或调
度其他线路在此增加站点，
以方便附近居民的出行。

此外，委员也在提案中
表示，几年前22路公交通往
山东艺术学院长清校区，后
因济南国际园博园的建设而
停止，再没有恢复通车。现在
道路畅通，已经具备恢复条
件，应恢复通车，以解决学生
的出行难和出行安全问题。

济南成功申请建设“公
交都市”示范城市以来，已采
取加开K字头公交、优化部分
线路等多项措施。委员陈静
建议，多开设可刷月票的普
通公交，撤销一些非必要、上
座率低的K字头公交线路。例

如，二环南路的K155更换成
可刷月票的普通公交，这样
一来，不但方便市民，公交车
的利用率也会大幅增加。

建言3：
燕山立交桥下

BRT无缝换乘
政协委员韦辛夷在提案

中指出，BRT线路快捷廉价，
已成为许多市民的出行首选，
BRT1、2、3号线的无缝换乘也
成为济南公交的一个亮点。
BRT4、5号线开通后，与2号线
都经过燕山立交桥，但这三条
线在此处却没有交会，乘客向
西和向北换乘不便。

据了解，BRT2号线行至
燕山立交桥后掉头向西返
回，BRT4号线至燕山立交桥
向北掉头返回，BRT5号线则
向东行驶，3条线路上的公交
车转弯时擦肩而过，乘客换
乘不仅要步行一段距离，也
难以享受BRT1、2、3号线之
间免费换乘的优惠。

为此，韦辛夷建议，在燕山
立交桥下应建立一个BRT换乘
站点，使经过这里的BRT2、4、5

号线可以无障碍换乘，这样既
提高了站点换乘效率，也方便
了市民出行。“一站多线的经济
成本相对较低，燕山立交设立
换乘点，既没有过多地增加政
府财政投入，也体现了政府发
展公交的决心。”

培养公交司机

成本大周期长
据了解，济南市目前共有210

条公交线路、4000多辆公交车，配
备一线驾驶员6000多人，市区线路
基本为两个人轮换开车，郊区则是
一个人全天开一辆车，驾驶员很是
辛苦。而且，驾驶员数量紧张已经
成为许多车队工作人员头疼的问
题。

按照先前公布的数据，从2012
年起，济南市将在3年内新增公交车
1860辆。除了车辆的淘汰更新，按
照现在每部车配备1 . 5名驾驶员的比
例，驾驶员的缺口也在2000多人。
如果未来建成“公交都市”，这一
缺口将会更大。

公交驾驶员的培养成本很大，
周期也很长。据某公交车队的工作
人员介绍，通常情况下，一名好驾
驶员需要几万元的培养成本，“培
训两三年后才能上路，行驶五六年
后才能逐渐成为优秀驾驶员。开公

交，经验很重要，尤其是冬天，新
手根本不能上路，老驾驶员往往一
人多用。”

开早班车需要4点起床，末班
车要晚上11时后才能回家，每天和
上万名不同乘客打交道，这是公交
驾驶员工作的常态。不仅如此，公
交行业还对驾驶员要求极高，包括
引导乘客文明乘车、及时协调乘客
纠纷、处理突发疾病等意外情况。

上述人员表示，现在的年轻人
择业观正在发生改变，尽管济南公
交驾驶员的福利待遇还算不错，但

驾驶员行业的辛苦往往成为他们选
择这个行业的拦路虎。

公交线路“北跨”

有望得到解决
据济南市公交总公司营运市场

部部长邓军航介绍，未来几年市区
公交线路以调整优化、减少线网重
复为主，公交空白区域以开通线
路、新设站点为主。其中，城乡公
交是公交部门发展的重点，也是建

设“公交都市”的要求之一。
据统计，目前济南城乡公交中

的近郊线路多由市区各枢纽开往各
村镇，票价1到12元不等，包括开往
历城区东部各村镇的3开头的线路，
以仲宫或齐鲁医院为枢纽开往历城
区南部各村镇的8开头的线路，以及
由重汽技术中心始发开往附近各村
庄的17路、60路、142路等短途线
路。远郊线路则主要通往各远郊
区、县、县级市及大型乡镇，以K9
开头的线路为主。

虽然这些线路不同程度上满足

格相关新闻格

多名政协委员为“公交都市”建言

燕山立交应设BRT换乘点
本报见习记者 申慧凯

“公交都市”是应对小汽车高速增长和交通拥堵所采取的一项城市战略，其理念是让市民
更多地选择快速便捷的公交出行。两会期间，多位政协委员从市民切身利益出发，为“公交都
市”建设提了不少好建议。

市区线路两人轮换开，郊区线路全天一个人开

建“公交都市”，
面临几千名驾驶员缺口
本报见习记者 申慧凯

了市郊和各区县居民的出行
需求，但城乡公交仍需大力
发展。比如，开往济阳县的
只有K901一条线路，营运权
还不属于市公交总公司。该
线路票价10元，开往济阳的
“黑车”要价也是10元，这
导 致 很 多 市 民 等 车 时 选 择
“黑车”，而不是K901。

据相关部门透露，济阳
县政府目前正与公交部门积
极协商两地通公交事宜，北
部城区市民比较关注的公交
线路“北跨”问题有望得到
解决。

市民关注公交

希望参与规划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

新建商业楼、住宅区越来越
多，“建成之后才发现不通公
交”的问题很普遍。“飞跃大
道、领秀城等地的公交问题解
决了，但有类似问题的新小区
还在增加。”公交部门的一名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截止到今年1月9日，公
交部门已经引进了300辆新能

源车，新开通和调整线路20
余条，解决了飞跃大道、卧
龙路——— 济大路、南部山区
及西客站等地区出行不便的
问题，但线路的开辟仍旧难
以满足众多乘客的需求，即
便是新线路开到了家门口，
仍有不满的声音。

在本报此前的报道中，高
新区新开通线路多为K系列引
发市民关注，不少住在高新区
的乘客认为，“票价两元，不
使用月票”降低了他们坐车的
积极性，“应当多关注普通乘
客的出行需求”。63路调整
后，不再绕行山大南路西段，
市民胡女士就反映，青后小
区、长盛小区附近的居民前往
解放桥方向时，需要绕行才能
到达。

不仅如此，站点离自家
门口有多远、票价能否再降
低、冬天车内不够暖等诸多
问题也引发市民关注。记者
采访中发现，很多市民对于
线路调整、站点设置都有自
己的建议，希望可以积极参
与到未来的公交规划中来，
这也将是“公交都市”需要
重点考虑的内容。

1月7日上午，随着西客站公交枢纽的正式启用，济南“公交都

市”建设也进入实质阶段。尽管“公交都市”建设规划正在申请批

准，但要在5年内实现规划中的多项指标，抛开专用车道、轨道交

通、公共自行车等较远的问题不说，仅是目前公交部门需要直接

面对的问题就有很多。

63路公交调整后，一市民在站牌前查看
站点情况。 本报见习记者 申慧凯 摄

BRT4和BRT5在燕山立交桥附近虽有重合，却没有统一的
换乘点。 本报见习记者 申慧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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