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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公交，
成都小步开跑
文/片 本报记者 石念军

收费站拆了

别的也都拆了
由于测速、监控等交通设施

未及时设置，郑州黄河公路大桥
上最近小事故不断，超限车闯关
屡禁不止。对于这些现象，张朝
祥也很无奈：“大桥免费了，只是
迈出了第一步，但是相关部门在
还原大桥公益性的同时，不应该
让管理落下。”

张朝祥任职于河南省水泵
厂，是河南省政协委员，从2009
年开始，他先后三次递交提案，
但都没有结果。在今年3月，他又
一次递交了关于尽快取消郑州
黄河公路大桥收费站的提案。

在今年的提案中，张朝祥再
次提出，郑州黄河大桥收费站自
1986年开始收费，到现在已经收
了26年，所收费用早已超出收费
还贷的数倍，但目前仍设卡收
费，直接影响了郑州经济向北辐

射的能力，影响中原经济区建
设。

令张朝祥没想到的是，今年
递交提案后，河南省交通运输厅
人员突然约见了他。

张朝祥说：“今年五六月份，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先后有多位
官员主动联系我，希望跟我沟通
黄河大桥取消收费的具体方案。
当时有两种选择，一是分阶段分
地区车辆取消收费，二是全面取
消收费。”

实际上，早在2008年2月，黄
河大桥就曾被国家审计署“点
名”，认为“河南省郑州黄河大桥
总投资1 . 78亿元，其中银行贷款
7100万元，在1996年已用收费还
清了全部银行贷款后，违规继续
收费14 . 5亿元，在地方政府重新
核定的收费期内还将收费30亿
元。”

对此，河南省交通运输厅的
工作人员解释说，郑州黄河公路
大桥在2000年8月以后，经批准
转为经营性收费公路，经过国家
相关部门批准，收费截止年限到
2020年，这也意味着收费是经过

认可的合法行为，因此一直没有
取消。

对于今年的提案为何被“重
视”，张朝祥认为：“一方面舆论
压力太大，另一方面又赶上全国
收费公路专项清理。”

2011年6月，交通运输部、国
家发改委、财政部、监察部、国务
院纠风办联合下发通知，全面清
理超期收费、通行费收取标准偏
高及不合理收费等行为。

免费后，张朝祥曾专门到大
桥上体验了一次，高兴之余，他
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原为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
限公司管理的大桥被转交给河
南省公路局管理后，两家单位采
取交接期内并行管理。“然而，只
是做了拆设备、撤人员等这些简
单、仓促的工作交接，却未对汹
涌的车流有预期的控制计划。”
张朝祥说。

10月10日，大桥免费第三
天，在郑州黄河公路大桥南端原
收费站外，三名交警和三名路政
人员刚从各个大队抽调赶过来，
其中一位交警告诉记者，他们只

是辅助路政人员对限行车辆进
行查处。

另外一位路政人员也不清
楚他们具体要执勤到何时，他
说：“听说大桥过一段时间需要
加固、维修，并安装测速仪、监控
等交通设施，这段时间内，我们
估计需要在这里轮流执勤。”

捡了西瓜，丢了棒子

随收费站撤销的，还有大桥
上的收费员和保安。

王喜成是去年初到郑州黄
河公路大桥做保安的，现在，桥
上只留下四名保安。这些天，他
们天天看着超限超重车辆从身
边呼啸而过。

“真是应了一句老话，一管
就死一放就乱。”

但交通违规、乱象不断的源
头是大桥免费吗？

河南警察学院交通管理系
教研室主任王斌认为，免费通行
政策对百姓来说是重大利好，但
配套措施应及时跟上。

王斌说：“对超重、超员车辆

以及对流量的控制，我们都要进
行科学的规划，对重型的三轴以
上车辆、超员车辆，以及节假日
怎样对交通流量进行诱导和管
制，这些我觉得作为后续发展的
课题，早该纳入我们的视野。”

王斌认为，从黄河大桥的乱
象中，人们可以看到，要在这些
方面落实监管，必须做好公共政
策的衔接。“桥已经免费了，大桥
的收费管理方已经撤走，在公共
方面，交警监管怎么落实到位，
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相比张峰的苦闷，曹大伟更
多的是担忧。当张峰仍蹲在黄河
大桥南端路边抽闷烟时，曹大伟
已经将货卸下，带着孩子在驶往
郑州动物园的途中。一路上，他
再也不敢猛踩油门，小心地开着
车。

事后，曹大伟回想了一下此
次出行的感受，他说：“大桥免费
对于我们来说，就像是眼前有一
个大西瓜，而良好的配套措施就
像我们手中拿的棒子，丢了棒子
去捡西瓜，是不是像个只顾眼前
的黑瞎子？”

（上接B01版）

一座城市的33条公交

线路免费，尽管每次只能

省一块钱，却让人感受到

了这座城市的温情。

虽然免费是试探性

的，但成都的公交车并未

因此让人挤得像沙丁鱼罐

头，却也让人欣慰。

于是，从10月10日成

都33条公交线路免费第一

天起，就有越来越多城市

的网友追问，这样的福利，

“何时能到我家？”这一如

成都人不停求证，等到明

年6月30日免费截止期限，

是否会扩大到全城公交，

或者带来更多的免费？

有限的免费，唤起的

是人们对公共福利的普遍

期待。

刚刚“喂饱”公交车

10月10日，成都，没有想象
中那么热闹，却比想象中多了一
丝温情。

清晨7点半，成都二环路少
陵路路口的公交站牌前，164路
公交车如期驶来。

这是成都33条公交线路免
费的第一天——— 方案公布的44
条免费线路中，截至这一天，尚
有11条线路等待开通。

二环路少陵路路口是164路
公交车的一端终点站，作为成都
着力解决“最后一公里”出行问
题的社区线路，连接着二环路少
陵路路口至三环外清水社区等
诸多社区的164路公交车，在成
都被习惯称为“支线”。

出现在免费首日的33条公
交线路里，有30条是这样的“支
线”。

“像这种车，平常收费是一
元，钱不多，但今天突然觉得一
天心情都变得很好。”车厢里，一

位姑娘正在议论着免费公交的
好处。

“一看到有人上车习惯性地
刷卡，大家一起大声提醒：‘免费
了！’连司机大叔的脸都笑成了
一朵灿烂的大菊花。”在网上，有
人这样形容免费第一天的感受。

免费没有带来想象中人们
被挤得像沙丁鱼一样的景象。自
少陵路到终点站清水社区，记者
详细记录，即使在早高峰期间，
164路公交车的十几个站点总共
有31人上车。返程时人数略多，
一共38名。

再换乘一辆车，还是如此。
“这些线路平常基本吃不

饱。”成都公交集团副总经理曾
彦说，像164路这种7米车，“坐满
了11人、站满了35人”，根据这样
的密度计算，免费首日，33条免
费线路累计运送乘客20 . 52万人
次 ，较 平 日 的 9 万 客 流 上 涨
128%。“看上去数字上涨了很多，
实际才刚刚达到饱和状态。”

这也是曾彦希望看到的状
态：公交车上有人了，却没有出

现超出运能的暴涨。
这样的平稳状态让一直担

心“好事变坏事”的曾彦备感欣
慰。

两年前的广州，在亚运会前
夕推出全市公交、地铁免费方
案，暴涨的人流在短短5天内就
迫使政府紧急叫停这一原定持
续一个月的“大红包”。而成都，
正在小心翼翼地避免重蹈广州
的覆辙。

“赎买”来的福利

成都此次推出的33条公交
线路免费，很容易让人把它和两
年前的广州联系在一起。

2010年11月，广州亚运会前
夕，城市内81条主干道维修整
治，导致市区拥堵加剧。于是，广
州推出了为期一个月的免费乘
车优惠。

“亚运工程扰民，我们也感
觉很不好意思。”时任广州市长
张广宁说，“所以我们要利用亚
运会举办之机，好好回馈一下
广州市民”——— 广州亚运会期
间推出的公共交通免费“大礼
包”，一开始就明确了“赎买”的
性质。

由于筹办重大活动时间紧、
任务重，很难避免工程扰民，所
以政府以派送“大礼包”的方式
回馈市民，渐渐被引为惯例，评
论界人士称此为“赎买”。

世博会期间，上海就派送
“世博大礼包”，向所有上海常住
居民每户免费赠送一张世博会
参观券和一张价值200元的交通
卡。

而此次成都推出“免费公
交”，在很多人看来，同样也是一
种“赎买”。

“实行免费公交，主要是因
为我们成都刚刚推出了机动车
限号限行措施。”谈及“免费公
交”政策的出炉，曾彦说，如果不
是限行，政府也不会想到公交免
费。

今年4月底，成都全面实施
一项重点工程———“双快工程”。
根据规划方案，这一长为28 . 3公
里的城区核心道路干线，同时全
线开工，明年6月30日前完工。与
同期处于施工状态的地铁3号
线、4号线工程一起，造成了成都

“满城开挖”的景象，也给成都人
带来了难以忍受的“阵痛”。

跟堵车情形一样猛增的是
各大论坛上成都市民的大倒苦
水，成都当地记者形容，这简直
成为当地有关部门胸口的一块

“悬石”。
家住建设路的成都市民彭

琳，正常情况下乘公交车上班仅
需20多分钟，但“最严重的一次，
在红星路隧道堵了整整两个多
小时”。

研究新的“缓堵保畅”方案
很快被提上议程。由成都市建
委、交管局、媒体等组成的考察
团在今年7月前往昆明、武汉等
地考察，成都公交集团也受命
参与，曾彦称，开始他们并没有
想到免费，但市领导直接点了
题。

没想到，“公交免费”迅速成
为全国瞩目的“亮点”。这项突然
到来的福利，被成都媒体人称为
一次成功的“危机公关”。

“不是不想全免，是不敢”

“成都给力，全国都得学习
啊”，“羡慕ing……如果全国都这
样，路上就不会出现堵车现象了
吧。”10月11日，成都“免费公交”
运行的次日，成都市建委办公室
副主任李汝钊注意到，国内各大
论坛上，出现了一边倒的叫好
声。

在成都本地，市民除了叫好
之外，提到最多的就是：“免费的
线路还是太少了，公交能不能全
部免费？”

实际上，成都33条免费公交
线路的选择，是颇费心机的。在
当地现有的220多条公交线路
中，它们只是一小撮。

此次免费的公交线路，70%
都在限行区域。曾彦说，当时的
考虑是既然在这个区域内有通
行限制，那么就在这个区域内为
你提供便利，由此形成特定的福
利。

在成都，支线公交线路相对
于环线线路是“小线路”。自开通
以来，多数线路公交车客流不
足，在成都日均400多万的客流
中，这33条线路的日均客流总量
仅有9万人次。曾彦坦言，选择它
们，主要是防止客流猛增甚至超
出运能，引起民意不满。

同时，考虑到之前的亏损状
态，公交的实际运营成本增加并
不多。因此，政府对公交部门的
补贴也在客观上降低了很多。曾
彦说，成都市政府每年补贴成都
公交5亿多元，44条线路实行免
费后会有额外的补贴，但更多会
依据所增加的成本进行。

“我们也不是不想全部免
费，是不敢。”曾彦说，免费线路
中最初纳入了小环线137路作为
实验，结果，“原本2万的客流量，
一下子到了4万，把原先的12米
车全部换成了18米的大车，又增
加了车辆，这才保障了运营。”

“如果原本就有8万客流的
二环大环线免费，同样增加一
倍，16万的客流量基本达到了地
铁1号线的规模，而一条公交线
怎么可能赶上一条地铁线呢？”
曾彦不敢想象那将是怎样一种
狼狈，“在现在的公交规模基础
上，真的不敢全部免费。”

但他还是想了想——— 那将
会是与两年前的广州如出一辙
的情形：拥堵不堪、安全难保、民
意喧哗、政府叫停……一场初衷
良好的好事，几日后，也许会以
闹剧收场。

这是公交免费必然的结局
吗？目前来看，成都这悄悄的一
小步，还没有变成那样。

不过，17日传来消息：这天
下午，成都市规划局、市交委、市
公安交管局、市公交集团等部门
负责人，与市民代表以及中央、
省、市媒体记者齐聚一室，就成
都市第二批免费公交线路方案
广泛征求意见。10月10日，成都实行免费的公交车上，并未出现拥挤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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