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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抢眼·主打

交通部门赴菏泽“取经”，学习运营经验

公公共共自自行行车车或或““落落户户””水水城城

应 对 道 路 拥
堵，倡导绿色出行，
近年来，公共自行
车已遍布北京、上
海、深圳及我省青
岛、潍坊、菏泽等
地，而对聊城来说，
尚属新生事物。4月
17日，聊城市交通
局前往菏泽考察公
共 自 行 车 运 营 经
验，公共自行车似
乎离水城人民越来
越近了。

本报聊城4月23日讯(记者
杨淑君) 22日，记者在东昌

湖风景区运河博物馆附近、腾
龙广场、沙滩浴场等地，共有
四个自行车租赁点。

22日，由于当天天气不是
很好，再加上不是周末，四个
租赁点，每个点二十多辆自行
车都闲置着，一个多小时时
间，没有一辆租出去。

“双人车10元/小时，三人

车15元/小时，四轮车20元/小
时”，租赁点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这几个租赁点的自行车
都是私人承包。

私人投资承包，景区自行
车租赁收入怎样？“平时够吃
菜的，周末够吃肉的，旅游旺
季 每 天 改 善 生 活 还 能 剩 下
点。”看守租赁点的工作人员
这样告诉记者，要想大家都过
得好，几家分散经营最好改为

一家统一经营，这样也方便制
定统一价格，游客还车也方
便，只要有租赁点的地方都可
以还车。而现在的情况是，在
哪个点租赁的，要还到哪个
点。

谈到破坏现象，腾龙广场
租赁点卖票员说，自去年十月
投放至今，二十几辆自行车
的修车费有一千多元了：车
踏板、链条、座位，是最常见

的受损部位。因为构造特别，
必须返回厂家维修，至少四
天才能重新投入运营。“在提
取自行车时不收押金，部分
骑电瓶车和开车的市民可把
车放至自行车租赁处看管，
对于外地游客，押身份证和
驾驶证等有效证件即可。”她
说，因为竞争激烈，不敢给游
客提太多条件，坏了只能老
板自己掏钱修。

2200余余辆辆自自行行车车半半年年维维修修费费上上千千

2012年，聊城大学汽车
与交通学院2007级学生张灵
军发表了一篇题为《聊城市
公共自行车系统规划设计》
的论文，探讨聊城如何布置
自行车停放点。

论文中关于聊城公共自
行车的规划布局，参考杭州
市做法，即“一次规划，分步
实施”，将城区四环以内区域
划分为三个交通区域。

区域一东起光岳路，西
至运河，南起湖南路，北至后

菜市街。包括两条主干道柳
园路和花园路，聊城大学、外
国语学校、汽车南站及体育
馆，主要为聊城大学校内及
校外出行，居民区居民工作、
休闲、购物提供便捷出行方
式。

区域二东起运河，西至
昌润路，南起湖南路，北至东
昌西路。包括东昌湖和古城
两大景区，孔繁森纪念馆、沙
滩浴场、明珠大剧场、运河博
物馆等均在此区域内。主要

为 满 足 游 客和当地居民游
玩、休闲的需要，使各个景点
之间形成公共自行车的有效
衔接，为本地和外地游客提
供方便。

区域三东起光岳路，西
至运河，南起后菜市街，北至
兴华路。为市中心所在地，包
括柳园路和东昌路两条主干
道，金鼎商场、百大三联等商
场，还是行政中心，人口聚集
程度最高，主要方便居民购
物及工作。

探讨>> 城区四环以内划分三个区域

聊城市政协委员张爱英
非常关注聊城城市环境及交
通情况，今年的两会上，她提
交了《关于推广公共自行车租
赁 倡导绿色出行的建议》。

张爱英认为政府主导下
公司运营模式，相对完全企业
化运作具有天然优势，在这方
面杭州市做的较好，该市政府
一次性投入1 . 5亿元，经过招
投标，一次性购入数万辆公共
自行车。因颜色、款式、造型特
别，采用专用锁具及控制系
统，免去担心自行车被窃倒卖
的问题。

受近些年小汽车数量剧
增的影 响 ，自 行 车 道 被 挤
占，加之居民自行车常被盗
窃，近年来聊城自行车出行
比例下降很快，根据相关调
查，受访的聊城市民对自行
车出行环境满意度较差。张
爱英认为，从畅通交通发展
趋势来看，很多大城市都在
大力提高“自行车 +公共交
通”方式的出行比例，聊城
大力发展自行车出行也是必
然方向。

张爱英建议，聊城可借鉴
外地推广公共自行车租赁的

经验，将自行车纳入全市交通
规划，研究制定有利于自行车
交通的配套管理规定。增加自
行车租赁点的覆盖率，方便居
民借还车辆。“可以先行试点，
循序渐进。”张爱英说，不妨在
市区内先期建设两到三个中
心网点，然后在中心网点的居
民区设立20-40个左右辐射网
点。建议将3个月到半年的时
间作为“免费推广期”。试点成
功后，全市全面推广公共自行
车。争取3-5年，初步形成以政
府主导的公共自行车租赁网
络。

建议>> 3-5年形成公共自行车租赁网

在距离聊城较近的菏泽
市，公共自行车正运营得如火
如荼。据了解，菏泽市公共自
行车系统项目于2013年10月
提出设想，自今年4月初投入
运营以来，公共自行车得到当
地市民的极大认可和热情参

与，不到半个月，菏泽市公共
自行车管理服务中心已办卡
1 . 2万多张，公共自行车累计
骑行96万多分钟，骑行62781
人次。

4月17日，聊城市交通局
到菏泽考察公共自行车运营

经验。22日，记者了解到，目
前聊城交通部门正探讨其可
行性，及相关实施办法报市
政府审核，近期或许出台相
关办法或政策，公共自行车
距离水城人民可以说是越来
越近了。

进展>> 近期或出台可行性实施文件

因为不是周末，东昌湖风景区的公共自行车大都闲置。 本报记者 杨淑君 摄

本报记者 杨淑君

“我去杭州旅游，看到人家
那里的公共自行车非常方便。”
市民马先生说，看到大街上同
样的车子，也是一道风景线。

大学生李浩说，聊城现在
在大力发展旅游，城区很多景
点都不错，但旅游旺季大都存
在停车难的问题，像东昌湖风
景区、古城区、人民公园等地，
甚至大学、医院、市中心大商场
附近，都增设公共自行车。

出租车司机刘师傅说，最
近两三年，他明显感觉聊城市
区交通拥堵现象越来越严重。
如果政府主导增设自行车租赁
点，会替代一部分私家车，另
外，倡导骑车出行，也可能会倒
逼政府部门进一步改善空气质
量，让城区环境更适宜骑车。

“简单轻便，还能健身。”退
休在家的李先生说，他特别希
望聊城也能推广公共自行车，
这样就省去了他搬运自家车子
的麻烦。

网上聊城网友对公共自行
车的呼声也很高。网友“就不说
失意”说，上下班坐公交，公交
站牌离家十多分钟路，他总是
骑自行车去，把车子放站牌附
近，下班乘车到站再骑回家。

“丢了两辆了，要是有公共自行
车就好了。”

声音>>

推广公共自行车

市民齐点赞

本报聊城4月23日讯(记者
凌文秀 ) 随着人们生活观念的
改变，骑自行车游玩或上下班已
成为一种时尚。记者走访中心城
区自行车市场却发现，最近一段
时间自行车销量见涨，价值上千
元的运动型自行车卖得尤其好。

与电动车、汽车不同，如今自
行车已不单单是出行工具，更被
赋予了新的功能——— 健身、休闲。
很多“上班族”把骑自行车上下班
作为一种既不浪费时间，又能锻
炼身体的时尚健身新法。再加上
自行车节能、环保的特点，被人们
淡忘很久的自行车又“重出江湖”
了。

在自行车销售较为集中的利
民东路部分店中，不少顾客正在
挑选自行车，店里工作人员也在
忙着安装新车。一位店主告诉记
者，天气转暖后，来买自行车的人
更多了，自行车销量增加了不少。

“现在来买自行车的顾客中
有一半是高中生，此外就是运动
爱好者。高中生追求时尚，而运动
爱好者多数以中青年人为主，买
自行车就是为了骑着上下班或者
周末出去游玩。”销售人员介绍，
现在很多年轻的“白领”，包括一
些有私家车的，甚至是上了年纪
的人，都会再买一辆自行车。

一家品牌自行车专卖店负责
人告诉记者，自行车的重新受宠
源于市民生活观念的改变，现在
店里组织了车友俱乐部，在方便
车友交流骑车心得的同时，还会
不定期组织一些骑行活动。

在一家单位工作的周女士
说，前几年，单位同事忙着购置私
家车，而这一年多以来，很多同事
又从私家车中“脱身”，开始骑自
行车上下班，最近单位组织烧烤，
很多同事更是骑行去郊区，骑行
赏景，别有风情。

低碳出行还健身

骑行上下班成风

本报聊城4月23日讯(记者
凌文秀) 4月23日是第19个“世
界读书日”。作为城区唯一的市级
图书馆，截至4月23日，海源阁图
书馆持证读者数达到28000人，比
2011年7月1日免费开放时，增加
一万人。

在聊城古城区光岳楼往南，
坐落着著名的海源阁图书馆，古
色古香、安静宁谧，成为不少市民
读书的好去处。23日，“世界读书
日”当天，图书馆迎来不少读者。

海源阁图书馆馆长李付兴介
绍，自图书馆免费开放以来，办证
量、借阅量都有数倍提升。2013年
底累计有效持证读者27000人，年
外借图书为18万册次。4月23日，
该馆持证读者接近28000人。免费
开放以来，图书馆向读者开放借
阅部、阅览部、多媒体教室和电子
阅览室，购置图书、报刊和电子资
源。去年，统计资料显示，电子资
源有包括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等
在内的总计12332人次访阅。

同时，在城区和部分乡镇院
校新增馆外服务点3处，累计馆外
送书17500册。馆内的电子阅览室
实行免费上机管理，持身份证自
动登录上机，根据国家规定，控制
成人每日免费上机2小时，未成年
人1小时，目前持证人数有400多
人。

李付兴说，近年来，图书馆每
年购书一万五千册左右，比免费
开放前每年五六千册的购书量有
了很大的增长。2013年采购图书
14067册，并实现了图书加工的外
包，确保采购图书的及时上架，订
阅杂志期刊495种。

免费开放两年多

持证读者增一万

新闻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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