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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人乘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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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章丘丘将将投投放放33000000辆辆公公共共自自行行车车
多名政协委员建议在省城重启公共自行车

雾霾围城和交通拥堵成为不少济南市民的心头之痛。在济南市政协第十三届四次会议上，多名委员建议推广公共自行车车，建
立“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租赁网络，缓解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问题。

政协委员建议>>

应推广城市公共自行车

“机动车数量激增，济南和许多
大中城市一样，被交通拥堵、尾气污
染等城市病困扰。”8日，济南市政协
委员李荣凯表示，为了缓解交通压
力，减轻尾气污染，提高空气质量，
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公共自行车势在
必行。

他提出，应完善城市配套设施，
为推广公共自行车提供空间和便利
条件。“新建、改建的城市主、次干
路，都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划和技术
标准要求，设置步行道和自行车道。
公园等公共绿地周边要设置步行和
自行车专用道，与城市步行道和自
行车道形成连接顺畅通达的微循环
系统。”

市政协委员姜鹏表示，公共自

行车能有效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难
题。“像对公交车一样，政府要有一
定的补贴。还要用市场运营手段管
理。”姜鹏算了一笔账，公共自行车
使用租车卡，卡的本金200元，如果
能投入80万辆自行车，将为运营公
司融资1 . 6亿，加上政府的补贴，这
样的运营方式颇有吸引力。不仅能
弥补资金缺口，同时能提供不少就
业岗位。

市政协委员周夏青认为，推广
公共自行车是一项系统工程。“城市
规划和建设中首先要重视路权分
配，其次是系统研究和完善非机动
车道规划、交通指示标志设置、自行
车租赁点位的配备以及公共自行车
的管理，逐步推广公共自行车。”

记者调查>>

公共自行车管理需要多部门协调
8日，记者探访发现，省城各主

要道路上都没有公共自行车的影
子，但是全福立交桥、动物园等公交
站台都有停放的电动车和自行车。

“都是骑自行车到BRT站台，然后坐
公交车，要是有公共自行车挺好。”
在全福立交桥，市民马先生表示。

目前，市区公共自行车仅存在
景区内。2013年，济南市在趵突泉、五
龙潭和大明湖等地安置了共100辆
自行车，游客需要拿“天下第一泉”
景区通票、身份证以及500元押金办
理自行车租赁手续。公共自行车骑
行范围被限定在天下第一泉各景区
之间，但不能骑行进入趵突泉、大明

湖等景区之内，而且在一个小时内
必须归还。这让不少游客“扭头就
走”。

其实，早在2008年，公共自行车
就曾亮相泉城，由龙骑天际国际传
媒公司来运营。但是由于推广成本
高，投资机构后来不再投资，资金链
断裂，仅仅几个月后，公共自行车便
消失了。同时，由于公共自行车租赁
是商业行为，在和政府协调时产生
了很多矛盾冲突。“租赁点的设置需
要协调多个政府部门，非常难。”龙
骑天际一名曾经的负责人表示。

另外，公共自行车的管理也很
繁琐，如何保证自行车回收率、租赁

点铺设、后期管理维护谁来协调等，
也涉及多部门协调。

近年来，在《济南市交通运输
“十二五”发展规划》、《济南市城市交
通综合整治三年行动计划(2012-
2014年)》中以及多次市政府专题会
上，公共自行车屡次被提起，但从未
落地。

8日，记者联系济南市规划局、
停车办等部门，均未得到公共自行
车重启的肯定答复。而上个月，章丘
提出，将建设城市公共自行车服务
系统，一期投放自行车3000辆，初步
规划站点120处，目前正处于调研阶
段。

他山之石>>

杭州1小时内可免费使用

在多名委员的提案中，都以杭
州作为推广城市公共自行车的成
功代表。市民高先生曾在杭州高校
就读，公共自行车给他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租车费用1小时之内免费，
1小时以上2小时以内1元，公交所
有IC卡、已经开通公交功能的市民
卡、新的停车IC卡有200元钱以上
就能租。“有600多个租赁点，非常
方便。公共自行车不仅是杭城一道
美丽的风景线，也是有效解决市民
出行‘最后一公里’的方法。”

据悉，截止到2014年10月，杭州
累计租用公共自行车人次已突破
4 . 6亿人次，平均租用时间33 . 6分
钟，平均出行距离约3～5公里。

“杭州模式”的成功之处在于，
完善的制度设计和政府主导、企业
运作的模式。2007年开始，杭州就
从政府层面把公共自行车纳入城
市公共交通系统统筹规划，将公共
自行车纳入“五位一体”的城市公
交系统，即地铁、公交车、出租车、
水上巴士、公共自行车。

和政协委员周夏青“由政府牵
头部门协调，成立公共自行车服务
公司”的观点一致。杭州市在公共
自行车上也坚持政府主导，2008年
政府提供了1 . 5亿启动资金，其他
资金由企业通过银行融资实现。

企业运作则主要是在每个公
共自行车服务点上建设一个车棚，

并开发了可以销售软包装商品的
服务亭。通过拍卖车棚、服务亭以
及车身上的广告位获得运营资金。

技术的应用也带来了管理上
的方便，首套智能化公共自行车租
赁服务系统的开发应用支撑着整
个自行车租赁系统的正常运行。市
民租借自行车，只要用一张智能IC

卡在车桩上的锁止器上一刷，自行
车就自动开启，而且锁止器具有
POS机功能。另外，尽管自行车服
务点无人值守，但杭州市建成了

“空满位实时报警系统”，当服务点
自行车满位率大于80%或小于20%

时，该系统就会自动报警，可随时
调配自行车。

趵突泉景区外的公共自行车很少有游客使用。 见习记者 高寒 摄

现在济南私家车越
来越多，以前我驾驶3路
公交车跑完全程只要两
个小时，现在碰上节假日
最少也得三四个小时。受
制于有限的道路资源和
不断增长的汽车保有量
这一矛盾的影响，对于堵
车，大家也越来越司空见
惯了。

作为一名公交驾驶
员，我最希望的就是城市
道路能减少拥堵，这样公
交车才能提速，更好地服
务市民。如果经常碰上堵
车，公交车速度慢，市民
对乘公交的好感度较低，
长此以往市民就更加不
愿意乘公车出行了。目前
公交车分担率远达不到

“公交都市”的要求，这
就需要减少道路拥堵，让
公交车通行更加顺畅，市
民才会愿意选择乘公交
出行。

作为驾驶员，我还希
望公交线路规划能更合
理，公交线网更密集，才
能更好地便利乘客出行，
节省乘车时间，减少中途
换乘次数；还有就是希望
我们驾驶的公交车外观
也能更加靓丽，车里设备
更先进，让乘车环境变得
更加舒适。

驾驶员的工作并不
轻松，有时碰上早班，凌
晨三四点就得起床。但只
要市民满意我们的服务，
我们的工作能为乘客提
供便利，再累我也觉得值
得。在为乘客服务的同
时，也希望乘客能对我们
的工作多一点理解和尊
重，在公交车这样一方小
小的天地里，让司乘关系
更加和谐。

本报记者 孟燕
实习生 刘艳 整理

本报记者 孟燕 实习生 尹彧 刘艳

追梦人：庞玉敏
济南公交一分公司三队驾
驶员

换新车开新线提速，公交吸引力却下降

““公公交交都都市市””建建设设遭遭遇遇城城市市病病

2013年12月，济南引进新一代双源无轨电车，电机首次采用交流电机，可以脱线运营10公里，新的电车改为一级踏步，方便了乘客上下车（资料片）。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道路越拓越宽，堵车却日益严重。治堵举措中，不少专家首推“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其实早在2012年10月，济南就被列为全国
首批“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工程15个创建城市之一。两年半过去了，换新车开新线的速度明显提升，但让人尴尬的是，公共交通的吸
引力却在降低，“公交都市”建设仍遭遇诸多城市病困扰。

忧 私家车增加过快，公交出行分担率下降

创建“公交都市”的措施在稳
步推进。目前，省城公交车达到
4700多辆，每天客流量平均240多
万人次，公交线路230多条，已覆盖
城区主干线和支线。但是让人尴
尬的是，公交的吸引力却在下降，
私家车正在“抢夺”众多公共交通
乘客量。

“走公交专用道的公交车确
实快，但是普通线路上的公交车
还不是像私家车一样被堵在路
上，快不起来。”市民苏晓抱怨，每

周五晚高峰坐公交车回家都成为
他挥之不去的“噩梦”。“堵啊，走不
动，有时候公交车上人多，拥挤时
乘车体验非常糟糕。”苏晓强调，

“我和媳妇商量了，有了孩子必须
得买车！”

和苏晓有相同观点的市民并
不在少数，“买车”成为不少家庭
的首选。近年来，济南市的机动车
保有量持续保持高增长势头。这
似乎成了一个死循环，公交车“不
方便”—买车—加剧拥堵—公交

车更快不起来。“公交都市”诸多
举措并取得的一定成效，被加剧
的拥堵消解了。

“要是哪天不堵了，都觉得很
新鲜。”清明假期，K53路驾驶员董
超原本单程50分钟的路程走了近
两个小时。“就是龟速，经一路、历
山路、解放路都有公交专用道，但
是被私家车挤占的情况经常发
生。”

济南公交科学技术研究院院
长刘彤坦言，私家车增长过快，公

交出行分担率实际上在下降。同
时,堵车导致的市民乘坐公交车的
体验也在下降,等待的平均时间增
长。“根据道路资源和承载人数统
计,高峰时段分配给公共交通的资
源非常有限。”

他表示，让公共交通“提速”
的有效办法是设置公交专用道，
一方面吸引私家车主放弃小汽
车；另一方面将更多的道路资源
让行于公共交通,使多数交通出行
者利益得到保障。

盼 “高峰通勤+无轨电车”被寄厚望，大公交治堵需多方配合

目前，高峰通勤网以及规划
的“五环九射”无轨电车网络被不
少市民寄予厚望。2014年12月，交
警、公交部门推出首条公交高峰
通勤线路，西南起济南大学西校
区，东北至公交祝甸车场，途经南
辛庄西路、卧龙路、阳光新路、纬十
二路、经七路、泺源大街、和平路、
二环东路等13条主次干道，全程约
20公里，沿途停靠17个站点，使用
大站、快线模式，提高出行速度。

济南也在计划建设“五环九
射”无轨电车网络，预计2020年
将建成。而今年有望先建成“一
环二射”,对北园大街、二环东
路、二环西路高架路下快速公交

(BRT)系统升级为无轨电车快
速公交(BRT)系统。

济南离“公交都市”还有多
远？2013年5月底，济南市下发

《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公
交都市建设的意见》，具体目标
包括：到2017年,城市公交出行
占机动化出行总量的60%以上；
城市周边20公里范围内城乡客
运线路公交化运营比率达到
90%以上；城市建成区公交站点
500米覆盖率达到95%以上，实
现主城区500米范围内上车、5
分钟换乘。

除了拥堵，郊区快速城市化
也给公共交通带来了挑战。省城

新建大型社区动辄上万人，“大
社区”建设时不配备相应公交场
站，导致公交线路迟迟开辟不
了，制约了市民出行。

事实上，“公交都市”的建
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城市规划、
地产开发、道路设计建设、公共
设施的配置……需要规划、市
政、交警等多部门的联动，仅凭
公交部门一己之力，恐难见效。

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公交
都市》作者罗伯特·瑟夫洛来济
南时曾指出，“公交都市”应该
是和城市发展形态相适应促进
的。“不是城市拥堵了之后才开
始想办法,关键是要让公交系统

建设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契
机。”罗伯特·瑟夫洛表示，一体
化公交枢纽是实现“公交导向
开发”模式的重要内容，综合枢
纽周边土地开发、商业开发等
是交通网络中最为发达的地点
之一。“以高快速路引导产业布
局、以快速公交走廊引导人居
集聚，以公交车站打造城市开
发中心；采取全方位的公交优
先政策(如财政补贴、公共交通
换乘优惠、公交专用道等),保证
公共交通的优先发展；采取包
括限制小汽车过快发展、引导
小汽车合理使用的需求管理措
施。”

“再也不用坐吱吱呀呀的老
电车了，新电车有空调，座位也
舒服。”每天乘坐102路公交车上
下班，家住王官庄小区的市民王
鹏对建设“公交都市”带来的利
好有切身体会。

同时，家住省城东部唐冶新
区恒大名都的孙聪也终于在
2014年9月盼来了公交车。“以前
从唐冶新区到潘庄得走半个多
小时,然后坐公交车去燕山立交
桥转车。”孙聪说，115路延伸至
唐冶后，解决了该片区多年不通

公交车的难题。
开辟优化线路、车辆更新换

代在提速。记者了解到，2013年
以来，济南公交共开辟线路38
条，其中常规公交21条，定制公
交17条，优化调整公交线路57条
次，填补了唐冶、孙村、陡沟、西
营、圣贤路、清源路、西周南路、
玉函路南段、洪山路、荆山路、奥
体西路等路段线网空白88 . 7公
里，延长线路营运时间72条次，
优化调整公交站点71处，车辆更
新千余辆。

为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
题，社区公交也在逐步完善，共
开通了5条社区公交线路。“以
公交枢纽为核心，主要客运走
廊为框架，构架多层次的公交
网络结构，完善公交线网‘主
线—普线—支线’的三级网络
结构。”

公交车的营运时间也在延
长。2014年6月，城区主客运走廊
上运行的12条主干线的营运时
间延长到零时之后，并构建“井”
字型和“米”字型夜间公交。这样

的“零点公交”网络在我国北方
城市中属首次，零点公交网节点
无缝衔接在全国也属首创。

除此之外，济南智能公交系
统也走在全国前列。济南公交公
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基于卫星定
位技术和无线通信技术，人、车
信息与电子站牌网络能实现互
联互通。2013年7月18日，济南公
交手机来车预报软件正式启动，
市民可以通过这款软件，随时随
地“卡点”坐公交，目前注册用户
已达100多万。

喜 换新车开新线提速，线路覆盖市区干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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