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打

2013年3月26日 星期二 编辑：吕华远 美编：许雁爽 组版：刘燕 C05今日济南

主打

2013年3月26日 星期二 编辑：吕华远 美编：许雁爽 组版：刘燕C04 今日济南

主干道“禁停”为何难以
停车资源缺乏、挖潜乏力、监管缺位致马路停车矛盾日益突出
本报记者 董钊 张亚楠 实习生 杨照君 赵琳琳 张希月

推进

如今，国内几乎

任何一个城市都不

得不面对机动车总

量暴涨与道路资源

紧缺的残酷矛盾，济

南也不能例外。省城

的相关主管部门已

经意识到，“马路停

车”现象必须得到遏

制，才能让原本就不

宽裕的城市道路不

再被机动车的洪流

淹没。

目前来看，“四

纵四横”主干道逐步

取消停车位已成定

势，历山路、经十路、

纬二路等正在分段

实施。然而，在济南

启动“禁停”的一年

时间里，这项工作一

直在默默进行且进

展缓慢。有关人士坦

言，禁停难就难在机

动车主的停车利益

与行人、非机动车的

道路权益之间难以

找到最根本的平衡

点。

由于寻找停车位太过麻烦，加
上还要冒着被贴罚单的风险，省城
市民张冬放弃开车已有近一年的时
间，每个工作日的早晨和傍晚，他都
要往返于青年东路和经五路。就是
这段约3公里的路程，让他对骑自行
车也感到厌倦。

“这么长时间，我压根儿就没顺
顺当当骑下来过。”张冬说，途经杆石
桥和泺源大街时，在电动车、自行车
混杂的非机动车道上，时不时会被停
放的汽车挡了道。“停一排也就罢了，
有时候还会左右停成两排，自行车一
多，只好骑到人行道上。”张冬说，“将
车开进辅道寻找停车位的事我也干

过，换位思考，原来这么招人厌。”
家住市中区的市民张萍说，平

时骑电动车上下班，赶上有私家车
从路边进入机动车道时，整个非机
动车道往往被占，迎面行驶时，电
动车得及时避让，跟在私家车后面
时，又得减速尾随，直到汽车进入
机动车道。

对于道路资源的占用上，市民
王女士说，她的工作单位离家不远，
所以她一般选择步行上下班，“道路
两边有时候都停着车，留给我们的
路就那么一点儿，要是再有辆稍微
大点儿的车过来，我就得从两辆车
缝隙里挤过去。”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抢道
的情况，国内城市不同程度地存在，
成都、福州、西安等多个城市的交通
管理部门开始推出“主干道禁停”的
举措。在济南，按照有关整顿停车秩
序的先期规划，“四纵四横”八条主
干线未来都将逐步取消停车位。目
前，经十路、历山路、纬二路等路段
正在逐步分段推行。

作为“禁停”最早的试点路段之
一，省体育馆附近的经十路沿线已
经“全副武装”。从省体育中心向西
至五里牌坊的沿线非机动车道上，
都已结合各路段实际情况安装上不
同的隔离设施，主要以隔离桩、隔离

护栏、花坛式隔离桩为主。
同样作为样板路段的历山路南

段，半年多前已经安装上了反光隔离
桩。之后有段时间，行人和非机动车
反映“路上有个橛子很不安全”。但相
较于之前汽车堵路的情况，起码有了
属于非机动车和行人的空间。

“为了禁停，我们想尽了办法，
但这并不是一纸禁令就能解决的事
情。”交警部门有关人士称，安装物
理隔离设施是退而求其次的方法。

“如果不进行物理隔离，根本挡不住
机动车停放。随意停放的话，即使是
交警全员上路，也不一定能管好一
条经十路。”

与施划标志标线、安装信号
灯等道路交通改造内容相比，济
南市的禁停工作显得更为谨慎。

“车主没地方停车，要占用非机动
车道，行人和非机动车主不愿意；
不让车主停，他们又有意见。矛盾
总是要解决的，如果放任下去，事
情就会变得更复杂。”济南交警有
关人士表示。

在泺源大街上，前往附近银
行办事的市民王先生将车停放在
了收费停车位上。据了解，类似这
样的沿街停车位已在计划取消之
列。“取消停车位可以，总得有停
车的地方吧。”王先生表示。

不少车主都持有类似的观
点。“停车场和停车位究竟有多
少？在哪儿建？怎么分布？那应该
是政府考虑的事情。因为没有停
车位而要求大家不开车，这不太
现实。车开出去没地儿停，这种成
本和代价不能只由车主来承担。”
车主马先生表示。

有关人士分析，造成道路停
车形势日益严峻的最大原因是停
车资源不足。据统计，济南市内五区
目前每百辆汽车的社会公共停车位
约10 .9个，截至2012年上半年，市区
各类停车位合计31.13万个，按照国
际上通行的车辆拥有量与所需停车
泊位的比例(1:1 . 2-1 . 5)概算，济南
市区至少需要停车位84 .5万个，停
车泊位缺口达到53 . 37万个。

停车位缺乏显然是摆在交警
部门面前的现实难题，也是主管
部门对禁停工作采取谨慎态度的
主要原因。历下交警大队民警告
诉记者，经十路、历山路是此次历
下区禁停工作重点推行的路段，
此路段停车需求较大，在市交警
支队统一宣传的前提下，率先采
用“致沿街单位、居民的一封信”
的方式，挨家挨户进行宣传，并对
违法停车进行温馨提示，而不只
是一罚了之。

据济南交警统计，截至今年
1月，济南市机动车总保有量已
经突破1 4 0万辆，其中，私家汽
车总量已接近百万。近 3年来，
私 家 汽 车 年 均 增 长 率 达 到 了
20 . 11%，预计仍将继续保持高速
增长势头。与之形成对比的是，
停车位数量增长极为缓慢。

在这种情况下，行人和非机
动车的道路资源正在逐渐被越来
越多的小汽车蚕食。“作为主管部
门，要保障道路资源享有者的合
法 权 益，静态交通不能任其发
展，但又要考虑到停车的刚性需
求。”

在历山路推行禁停的过程
中，一些对于车流具有较大吸引
力的医院、学校等场所成为重点
考虑的对象。“我们首先要考虑到

沿街有停车需求单位的公益化程
度。”

去年，济南市提出鼓励沿街
单位开放停车场，但是推行效果
甚微。“我们内部车辆都停不完，
咋对外开放？”泉城广场附近一家
单位的保安这样告诉记者。

在济南，停车位少建、未建或
挪作他用的情况并不少见。去年，
相关部门对73家单位少建、未建
停车泊位等状况的调查数据显
示，这些单位共规划配建泊位3 . 1
万余个，而现有停车泊位不足
1 . 8万个，其中3家单位存在立
体停车设备未安装的情况。而
对建设项目占用、挪用停车场
的调查结果显示，3 4家单位共
规划停车泊位8600多个，现有泊
位仅为5400多个。

车主改骑车，从没顺当过

防止乱停车，马路装“橛子”

没位置停就不开车并不现实

停车位数量增长极为缓慢

泺源大街上的咪表已经停用，临时停车位还存
在，但随时都可能取消。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135”出行方案
市民多不认可

在道路资源紧缺与停车
需求增长矛盾日益突出的眼
下，交通参与者出行理念的
转变势在必行。“许多驾驶人
已经习惯了开车，出行方式
需要改变。”交警部门有关人
士表示。济南市的“三年行动
计划”也明确表示，济南作为
慢行交通六个示范城市之
一，将推进“135”出行方案，
即：1公里之内步行、3公里以
内骑自行车、5公里以内乘坐
公交车。

对此，市民有着自己的
感受。“有时候公交车一等就
是一二十分钟，转乘也很不
方 便 ，所 以 还 是 会 有 人 认
为，开车更省事、省时间。”
市民刘先生说。与此同时，

“打车难”的状况也在济南日
益加剧。

“在当前环保出行、绿色
出行的大趋势下，实施机动
车禁停、保证非机动车和行
人路权是应该做的。如果行
人和非机动车的路权得不到

保障，反过来还是会被挤到
机 动 车 道 上 ，影 响 交 通 秩
序。”山东交通学院教授蔡志
理表示，从根源上，管理部门
首先要建立配套设施，尽量
挖掘支路、社区道路及周边
单位的停车空间，提供每一
个可能的停车位。

在改变出行方面，蔡志
理还提到，要改变市民“从门
口到门口”的开车观念。“很
多时候，车主感觉停车难是
因为他一定要把车停到目的
地的门口，我要去火车站，就
要把车开到进站口附近的车
位，我要去某个商店，就要把
车停在商店门口……”

在谈到停车资源时，蔡
志理表示：“既然现在停车难
的问题凸显出来了，新建单
位、大型商场、住宅区、公共
活动场所等就要严格按照国
家相关指标配套足够的停车
位。对于老城区，可以在旧城
改造中注意预留、扩建停车
设施。”

经十路沿线设置了不少隔离设施，以杜绝机动车停
放。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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