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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上午刚摆渡 下午被叫停
济南长途汽车总站、火车站间摆渡车陷僵局

两站换乘旅客

每天最多千人

摆渡车能否

打压黑摩的
天桥区打摩办的副主任

陈刚介绍，长途汽车总站和
火车站之间的黑摩的一直是
困扰城市管理的一个难题，
从2009年初，他们就成立了
打摩办，至今已查扣车辆
5000余台次，销毁1500余台，
但仍难以根治

陈刚说，开行摆渡车
的设想也得到了各界人士
的认可，座谈会上有不少
人呼吁，“越快越好，以减
少黑摩的的生存空间。”

“我觉得这项措施打
击黑摩的并不见得能多么
有效。毕竟，黑摩的并不是
完全在做汽车总站和火车
站之间的线路，他们根据
乘客的需要到处跑，总不
能在这些地方也开摆渡车
吧！”也有市民代表质疑。
本报记者 董从哲 杨传忠

本报济南6月5日讯(记
者 董从哲 杨传忠) 千
呼万唤下，济南长途汽车总
站和火车站之间的“摆渡
车”终于有了眉目。5日，天
桥区举行市民座谈会，并开
行两辆车供市民代表体验，
可摆渡车当天下午便被济
南市交通运输局叫停。后者
认为，摆渡车上路存在安全
隐患，不符合相关规定。

5日上午，天桥区打摩
办（依法打击非法营运摩的
领导小组办公室）就摆渡车
开行问题举行座谈会，邀请
市民提建议。

“我们为了运行摆渡车，
专门成立了富祥天成公司，
进行了大量工作。”天桥区有
关人士在会上介绍，富祥天
成公司引进了10辆电动观光
车，每辆可乘坐14人，时速在
25公里以内，票价预计在2--
5元之间。

据了解，天桥区内长途
汽车总站和火车站间的“黑
摩的”一直困扰着城市管
理。近年来，陆续有人大代
表和政协委员提出了两站
之间开行摆渡车的设想，引
起广泛关注。今年5月底，天
桥区公开展示拟投入运行
的电动摆渡车，摆渡车“成
行”似乎指日可待。

然而，天桥区的座谈会
刚开完，当天下午，济南市
交通运输局便召开媒体通
气会，叫停了摆渡车。

“这种多在景区使用的电
动车，不符合客运营运车辆技
术标准，按国家规定是上不了
城市道路的。它不是全封闭
的，与各种客货车辆混行，很
不安全。”交通运输局运输管
理办公室主任刘志说。

“开行摆渡车是便民的
好事，但一定要合法、安
全。”刘志表示，不少摆渡车
驾驶员是原来的黑摩的司
机，虽经过了一定的岗前培
训，但没有客运上岗资格
证，“摆渡车只要收费就属
于经营性质，只有配备符合
安全管理标准的车辆和人
员，才能从事道路运输经营
活动。”刘志说。

交通运输局还表示，通
过现有公交车辆的加密和
线路的调整，就能解决旅客
的换乘问题，没必要再开行
摆渡车。

对此，天桥区打摩办副
主任陈刚说，如果交通部门
能解决问题，摆渡车就没必
要了，可以不运营。

5日上午，在主办方的
安排下，市民代表、媒体记
者、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等乘坐两辆电动车进行体
验。电动车徐徐上路，一路
在车流中小心穿行，运行
还算平稳。

天桥区引进的摆渡车，
是江苏益高电动车公司生
产的电动观光车，最多可载
14人。车上装有监控，时速限
制在25公里内，每个座位有2

万元的乘员意外险。
天桥区打摩办副主任

陈刚说，北京曾运行此类
电动车，他们认为济南也
是可行的，却在办证时碰
到了问题。

交通局则认为，营运客
运车辆技术性能应符合国
家标准，但这些摆渡车都不
符合。“电动敞篷车是严禁
在城市道路上行驶的，它不
在国家的汽车生产目录中，
按规定是上不了牌照的。它
是走机动车道、公交车道，
还是非机动车道，根本无法
界定。在拥挤的城市道路
上，万一有人甩出来怎么
办？”济南市交通局运输管
理办公室副主任崔建说。

“方便乘客的通行需
求，打击黑摩的，这我们是
支持的，但摆渡车也得合
法、安全，否则它不就成了
变大的黑摩的？”崔建说。

不达标，太危险

限时速，上保险

按规定，客运营运车辆
驾驶员应通过有关客运法
律法规、机动车维修和旅客
急救基本知识培训并考试
合格，取得从业资格证。

“从业资格证审批十分
严格，尤其是大巴车的驾
驶员，必须连续几年没有
重大交通责任事故。”崔建
说，这些摆渡车的驾驶员
考虑到安排就业，很多是
以前开黑摩的的，均未取
得相应的从业资格证。

而在天桥区打摩办主
持的市民座谈会上，残疾人
代表黄少岩说，希望让退下
来的黑摩的司机多参与摆
渡车公司的业务，毕竟之前

很多人是以此为生的。
“主要是让他们从事一

些后勤方面的工作，不会
允许不合适做司机的人去
开摆渡车的。”天桥区打摩
办负责人说。

“天桥区的摆渡车是要
收费的，收费就属于营运
性质的客运车辆，属于交
通部门的管辖范围，出了
事故谁来担责？”交通局运
管办公室主任刘志表示。

刘志还认为，开行这样
的摆渡车不仅存在一定法
律障碍，而且将进一步加
剧两站间公共道路资源紧
张的矛盾，造成更严重的
堵车。

无从业资格证

不让不合适的人开

车辆安全和司机资质成硬伤
摆渡车谁来管、走啥道都是问题
本报记者 杨传忠 董从哲

为让摆渡车安全运行，济南天桥区做了诸如培训司机等不少工作，但市

交通运输局认为，这些车辆和司机都存在很大问题，运行缺乏法律依据。

既然公交就能办，为何迟迟没办
济南市交通运输局：公交进火车站得铁路部门批准
本报记者 杨传忠 董从哲

济南市交通运输局的相
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公交车加
密和线路调整，就能解决乘客
换乘问题，没必要再开摆渡
车。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一问
题多年都没能解决？

济南市交通运输局运输
管理办公室主任刘志表示，交
通部门从去年初开始，就与济
南铁路广场管理处、天桥区、
省交运集团等单位协调，“因
为牵涉站前道路拥挤的问题，

不是说想进就能随时进的，我
们一直在与铁路部门积极沟
通，希望近期能将84路公交车
引入广场。”刘志说。

此外，据业内人士介
绍，由于火车站前的济南广

场汽车站与济南长途汽车
总站分属济南长运和山东
交运集团，直通区间车的开
通可能会引起两站间的客
流争端，这也是区间公交车
迟迟不开的原因之一。

“其实，济南火车站与
汽车总站之间的换乘需求
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
我们根据前期客流摸底调
查，每天在600-800人，高峰
时可能突破1000人。”济南市
交通运输局运输管理办公室
张志山说。

“目前在两站之间有
互通的84路公交车，每天
270余个班次，在汽车总站
南区站点高峰期上车的也
就十多个人，通过公交优
化等措施，完全能解决两
站间换乘难的问题。”济南
市公交公司营运市场部部
长邓军航表示。
本报记者 杨传忠 董从哲

5日，三名男子提着行李
从火车站方向去长途汽车总
站。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5日，电动摆渡车正缓缓行驶在车流密集的机动车道上。 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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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交通局：

两站间将开

直达公交车

为彻底解决“两站间”交
通衔接不便的问题，济南市
交通运输局近期拟在济南长
途汽车总站与火车站之间开
通直达的区间公交车。

首先，依托现有公交84

路(盖家沟配货中心-火车
站，途经长途汽车总站)，调

整部分运行路段，将其引进
火车站广场。

其次，加大84路公交车
的班次投入，调整高峰发车
间隔，由原来的5分钟/班降
低到4分钟/班。同时，为引导
不熟悉环境的换乘旅客乘坐
公交车，将“制革街”站名更

改为“长途汽车总站南区”。
此外，近期将开辟由长

途汽车总站直通济南火车站
的84路支线车，并在总站南区
东侧出站口设立公交专用车
位，实现由长途汽车总站到
火车站旅客的零换乘。
本报记者 杨传忠 董从哲

84路拟调整后

84路现运行线路

公交改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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