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032013年11月1日 星期五

编辑：蔚晓贤 美编 组版：郭晓妮

今日潍坊

周读

蔬蔬蔬蔬菜菜菜菜之之之之都都都都的的的的老老老老朋朋朋朋友友友友

流动的风景线

28日上午,记者来到寿光
蔬菜高科技示范园南门的一个
公共自行车站点，看到这里已
借出3辆车子，剩下的车子锁
在一个个桩位上，车上都有编
号，后车轮上写有“绿色出行
低碳生活”字样。在公共自行
车站点旁边,有一个“站点控
制器”，一位热心市民告诉记
者，只要将借车卡在控制器的
感应区刷一下，显示屏立即显
示出借车卡的基本信息、上次
借还车情况、周边网点车辆情
况等。

据了解，寿光市公共自行
车服务实行2小时内免费使用,
超出2小时后按每小时1元的费
用收取。寿光市交通局办公室
陈主任告诉记者，市民在不超
过2小时的情况下,到站点还车
后重新借车,只要在还车时不
超过2个小时,这次借车服务依
然是免费的。即使在一天内持
续用车,公共自行车每天累计
也不会超过10元,比如市民从
早晨8时借车,一直到晚上10时
还车,14个小时的收费也是10
元。公共自行车提供24小时服
务,在夜间也可借车、还车。

住在鸿基花园的刘先生
说,他经常和朋友到外面聚餐,
但喝了酒就不能开车。“现在
有了公共自行车,不仅省去了
开车不能喝酒的顾虑,家人也
会放心。”

另外，很多市民们担心，
自行车停在外面万一被小偷下

手怎么办?据了解，寿光公共
自行车上的车铃不同于普通自
行车的车铃,能够有效防止人
为破坏、摘除。自行车上的每
个螺丝都是特制的,市面上的
螺丝刀根本无法拆卸开,也无
法改装,并且这种自行车的外
形都是固定的,即使重新喷漆
也无法改变外形,小偷偷取后
没有多大的价值。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
现，在这个已经繁华非常的县
级市，这一辆辆特征明显的绿
色自行车，俨然已成为一道流
动的风景线，市民对这些接触
了半年多的“老朋友”也是赞
扬有加。

“在寿光，大部分公交车
都是两块钱，而且晚上六点之
后基本都停运了。有的路段经
常出现打车难的问题。有了公
用自行车之后，现在我们晚上
出去办事就可以骑着自行车往
返，有的区域出了小区门就有
站点，很方便。”市民张娟
说，这种自行车前面带着筐可
以盛放物品，很实用。

打造2小时绿色圈

“寿光的公共自行车主打
节俭路线，在给市民带来方便
的同时，做到不闲置浪费。”
寿光市交通局办公室陈主任表
示，寿光的公用自行车不求数
量多，设置站点时充分考虑站
点之间的密度和市民的需求，
保证每辆车子都发挥自己的作
用。每期公共自行车站点的投
放都是经《寿光日报》、寿光

民声、市长公开电话、qq等多
种渠道征求了广大市民的意
见，根据广大市民意见结合站
点实际的情况建设各站点；根
据自行车的使用情况逐步投放
自行车，目前已基本满足市民
的需求。

截止到目前，寿光市已经
投放了2000辆公共自行车。按
照城市公共自行车规划，一期
主要在人员集中的公共场所建
立了30处站点，如行政区、商
场、医院等。二期以城区主要
道路为骨架建设30处站点。三
期建设40处站点，主要是在城
市次要道路周边。

“公共自行车达到规定的
年限后会逐步更新车辆，在使
用过程中随时检修、保养、维
护，同时车辆在后期的使用中
不断的改进升级，只有不断地
优化骑行舒适程度，才能让市
民更愿意骑车出行，只有从观
念上的改变，才能达到节能治
标治本的根本目的。寿光为了
真正意义上的推广绿色出行，
将每次骑行时间延长至 2小
时，打造了2小时绿色圈。”

“按年规划，今年年底将
增加建设至100个站点，均衡
状态是我们的一个目标，通过
使用率的统计和分析，以及民
意调查来向着均衡状态的目标
发展。”寿光市一位公共自行
车管理工作者介绍到。

交通更便利
出行更环保

潍坊公共自行车运行首
日，就有车惨遭破坏。而在寿

光，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在
公共自行车系统建设之初，工
作人员就参考过多处的建设意
见和建议，例如网点的位置选
择、车辆数目的部署、如何最
高效率的调度、维修检修方案
和卫生清理方案等，减少了在
建设初期和运行中会遇到的问
题。

但是，目前存在个别个体
商户占用公共自行车站点经
营，私人占用公共自行车桩，
少数市民在公共自行车站点停
放自行车及个别人故意毁坏车
子的现象。

“针对遇到的各种问题，
我们协调有关部门进行执法，
同时经过媒体给予曝光，通过
更多的宣传让市民认识并一起
去维护好为大家提高生活质量
的设施。半年多过去，良好的
宣传起到了效果，市民也越来
越肯定这些车子的存在。”一
位工作人员很欣慰地感慨到。

寿光市交通局办公室陈主
任表示，现在潍坊也在开始弄
公共自行车，他建议潍坊做好
前期宣传，一定要让市民知
道，公共自行车是大家的，倡
导市民树立保护意识。

“公共自行车给寿光市民
出行带来了方便，虽然寿光的
路宽阔平坦，但是寿光的机动
车保有量很高，据了解，到
2013年9月份，汽车保有量达
到约21 . 5万辆，市民在早晚
高峰出行时会出现交通拥堵的
现象，公共自行车的出现，让
交通更加便利，市民出行更加
环保。”

站点扩大到
城市周边

为了倡导“都市慢生活”，
寿光市市政工作人员前期到杭
州、昆山、青州实地学习了公共
自行车项目的建设、规划、运
行、和管理经验，结合寿光市实
际情况起草了建设方案，报请
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讨论经过
后实施。

“寿光公共自行车的规章
制度借鉴了昆山、青州的运行
管理经验，但是并没有完全复
制。”陈主任说，每个城市的道
路状况都不同，各城市都有自
己的特点。他们虽然借鉴了青
州，但是现在和青州也存在一
些区别，例如锁车柱采用的是
不锈钢材质，青州市用的是烤
瓷材质。在站点设置上，青州设
置较密，小区内也有自行车设
置。但是寿光没有在小区内设
置。

寿光交通局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寿光的公共自行车现
在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没有
青州那么成熟，但是随着市民
的接受，站点逐渐增多，以后发
展会越来越好。下一步会把站
点建设扩展到城市周边。

山东省社会学学会理事马
光川指出，青州的自行车之所
以发展成熟，成为一种模式，和
青州古城的底蕴有一定关系，
城区多古路，城市道路适合慢
行。而寿光的公共自行车是城
市交通的一种辅助，寿光的汽
车保有量是潍坊县市区里面最
高的，主要出行方式还是汽车。

今年3月中旬，寿光市已经
拥有了公共自行车的服务系
统。近日，记者专程来到寿光，
与这批“老朋友”亲密接触了一
把。

从抱怨到理解支持

提供便利的同时，问题也
不可避免的产生。

刷卡操作不熟练；系统设
备出现了一些断电、断网，取
不出车子；公共自行车出现了
一些蹬空、螺丝松动；取车时
站点没车，还车时车桩已满
等等等等。这样的问题王有
群就遇到过，白天商场前面
容易“客满”，晚上小区门
前也不清闲。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青
州们设立了市民热线，及时
解答群众投诉，同时购置了6
辆调度维修车，上班时间不
间断调度维修，及时解决群
众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市民也逐步从抱怨的情绪逐
步转向理解和支持。

还有一些给城事形象抹
黑的事。在建设公共自行车
站点的同时，也出现过多起
市民故意毁坏或偷车子的情
况，为此青州建成400个公共
自行车站点监控，及时为公
安机关提供视频资料，破获
了4起恶意破坏公共自行车和
系统设备的案件。另外，由
于个别中小学生及市民在在
桩的公共自行车上玩耍、休
息，导致车桩电子元件损
坏，出现取、还车故障，调
整增加维修人员加大对公共

自行车站点的维修，确保公
共自行车设备故障率在3%以
下。

站点在及时的优化组
合。胡智剑告诉记者，青州
市公共自行车交通系统建成
后，在运营管理过程中，通
过调查和数据统计分析，发
现很多站点车桩数量较少，
群众借还车不方便，有的站
点距离居民小区、商业聚集
区较远，长期闲置，有的地
方正在进行拆迁建设。根据
这些情况，今年以来，他们
对132个公共自行车站点进行
了调整优化组合，对利用率
较低的和在拆迁范围内的个
站点进行拆除，对投诉反映
较多的45个站点及时增加车
桩数量。

目前，青州公共自行车
数量与总人口比例是1：94，与
城市人口比例是1：30。目前拥
有公共自行车会员与总人口
比例是1：18，与城市人口比例
是1：6。然而公共自行车站点
主要分布在城区、开发区及各
大景区，还没有向农村延伸。

“现在公共自行车数量在城区
来说基本富余，富余的公共自
行车主要用于更替在线损坏、
待修的自行车。目前全市总体
基本达到了一个均衡状态。
若向农村延伸的话数量还有
很大差距。”

从靓丽名片
到必备工具

青州市公共自行车交通
系统在建立之初考虑到不能
照搬复制一些大城市的模式，
必须着力打造符合青州特色
的建设管理运营方案，武汉等
大城市的管理可以参考，但不
能完全复制，潍坊作为地级
市，人口数量、区域面积远大
于青州，也不能完全复制青州
模式，必须在参考的基础上，
结合自身的特点，不断完善。

青州市交通运输局副局
长周宏对记者算了一笔账：一
个电子车桩1500元,一辆自行
车500元,一个小的自行车站
点20辆自行车,就需投入4万
元。加上防雨棚,场站建设,电
力、网络等配套,一个小小的
自行车站点总投资在15万元
以上。“为什么许多城市推进
公共自行车的工作难？难就难
在投入大。越大的城市投入越
大,青州市目标今年年内完成
全部500个自行车站点的建设
使用,做到4环以内主道路自
行车站点间距不超300米。而
500个站点放在济南、青岛这
样的城市,可能连一个区都无
法覆盖。要做到真正解决群众
最后500米出行,需要投入的
资金要以亿元计算。”

青州前后为公共自行车

投资3000万 ,对于青州而言 ,
并不是一个小数目,特别对只
投入,不产出的公益事业更是
如此。而且自行车的更新换
代、日常维护都需要充实、稳
定的资金保障,没有政府的决
心和信心,绝难成功。

公共自行车交通系统的
建设采取“政府主导，企业运
作模式”，但目前企业运作的
市场机制尚不完善，公共自行
车交通系统的建设管理缺少
造血功能，除去收取的部分押
金和充值费外，目前还主要依
靠市财政持续投入，方能维持
正常的运营管理。今后，青州
将逐步拓展市场化运作范围，
在站点、车棚、车身进行广告
招商，引进社会资金参与，解
决资金瓶颈，扩展业务范围，
逐步将政府完全投资变为企
业市场化运作，政府进行财政
补贴。

在国家大力倡导低碳环
保出行，减少雾霾天气，降
低PM2 . 5，突出绿色GDP的
大背景下，公共自行车交通
系统已经不只是青州市的一
张靓丽名片，它已经成为机
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上班
一族的必备交通工具，骑着
公共自行车健身休闲也成为
百姓日常生活的一种方式，
青州市民已经越来越离不开
公共自行车。

青
州
模
式
的﹃
城
市
福
利
﹄

在青州城区，
市民骑着橙白相间
的公共自行车的情
景随处可见。它们
式样统一、颜色醒
目 ,成为这座古城
的一道风景。如今,
出门骑公共自行车
在青州已经成为一
种时尚 ,公共自行
车的“青州模式”也
越加成熟。

本报记者 杨万卿 丛书莹

公公共共自自行行车车已已经经成成为为寿寿光光市市民民的的老老朋朋友友。。

新自行车时代

（上接D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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