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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生生活活区区必必要要但但很很““奢奢侈侈””
市民心态得真正慢下来，交通配套设施也得跟上

本报记者 张泰来 刘飞跃

城市千街一面

慢行区很有必要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慢生活是
生活品质的象征，代表着更高层次
的生活追求。”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副支队长段富勇说，让生活慢下
来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从长远看，也
是治理交通拥堵的重要途径。

“为什么老残能够惬意地在济
南游走，而老舍认为济南是最合适
人类居住的城市，这是因为济南适
应了当时社会的特点。”山东省旅游
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陈国忠说，从
这个意义上说，在这个千城一面千
街一面的当代，在济南或者是济南
的某个街区打造能够凸显泉城文
化、泉城特色的慢生活街区不失为
一种有益的尝试。

山东大学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
心主任张汝华也指出，在济南打造
慢生活街区，泉城路老城区是最有
条件也是最有必要的。

本报记者 张泰来 刘飞跃

今年的世界无车日，
济南交警推出大动作，在
老城区限制机动车通行
打造慢生活区。一时之
间，“慢生活”成了时髦热
词，什么是慢生活，济南
需不需要慢生活，我们距
离慢生活有多远？此次打
造慢生活的形式能否持
续下去使之常态化？一个
个问题摆在决策者面前
等待回答。

是商业区也是机关驻地，难一禁了之

应该说打造慢生活是一
个美好的愿景，但真要实施起
来绝非易事。打造慢生活，限制
机动车的通行是最基本的要
求，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

以泉城路老城区为例，这
里固然是最能代表泉城文化
的区域之一，不论是旅游景点
还是环境氛围对于游客都有
独特的吸引力。但同时也要注
意到，这里也是济南的一个重
要商业中心和政治中心。在机
动车已经成为日常生活、工作
的基本工具的当下，这里每天
经行的机动车也是一个巨大
的数目。

记者注意到，早在去年，济
南交警就提出了在老城区打造
慢生活街区的提法，开始着手
统计该区域注册机动车的数

量，但至今没有公布这一数据。
虽然暂时没有数据的支

撑，但从日常生活也能看出这
个数目的巨大。从经行车辆看，
在泉城路众多大型商业综合
体中，每逢周末，上午11点左右
所有停车场就会爆满。节假日
压车和阴雨天在这里甚至成
了常态，有时甚至压车能从青
龙桥压到二环东路。

此外，泉城路周边还分
布着多个大型居民小区，居
民拥有的小汽车也是一个不
小的数目。即便是在以适合
步行闻名的曲水亭街，一些
路段和住户门前也均停放着
大大小小的轿车。

在这样的情况下，长期
限制以汽车为代表的机动车
出行，其难度可想而知。

从道路到公交，慢生活区需大环境支撑

“打造慢生活不只是交警
一个部门的事儿，需要各个部
门配合协作，也需要市民的理
解支持。”段富勇说。

打造慢生活限制了机动
车的出行，但人们出行的需求
不会因此减少，要把限行坚持
下去就必须通过其他方法满
足出行需求，这不是交警或者
其他某个部门单独能够胜任
的工作，需要包括规划、公交
等部门的配合支持，需要适合
慢生活的大环境的支撑。

单从交通方便看，如果不
开车，人们的选择只有乘坐公
共汽车、骑车或步行。先从步
行说起，不需多说，只要看屡
屡爆出的“最窄人行辅道”就
可以看出，济南道路在保障行
人路权方面的欠账。同样的问
题还存在于以自行车为代表
的非机车身上。

从公共交通看，济南市至
今没有地铁和城规等快速公
共交通方式，公共交通主要以
公交车为主。根据济南市公交
公司公布的数据，目前，公交
车达到4 7 0 0多辆，公交线路
230多条，已覆盖城区主干线
和支线。但遗憾的是，公交难
等，公交拥挤依然是众多市民
共同的体验。而坐公交不方便
也是促使多数人买车重要动
力之一。

“如果是有公交专用道的
道路，在高峰期乘坐公交车还
是挺快的，但没有专用道还是
一样堵在路上。”市民何先生
说。

事实上，目前，济南市所
有的公交专用道加起来也只
有双向300公里左右，增加公
交专用道也是打造慢生活亟
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无无车车日日想想无无车车
多多些些共共识识少少些些私私心心

封了几条路，堵住半座
城。

这边是市民在泉城路老
城区内舒适慢行，那边是明湖
北路、经七路喇叭声吵个不
停。仿佛无车日是在交警强制
之下，有车市民在向无车市民
妥协，“我就想开车出个门，凭
什么限行？”

这不得不让人疑问，无车
日到底是为谁设立？无车日的
初衷很简单，法国人说“今天
我在城里不开车”得到倡议，

于是9月22日不开车成了大众
共识。这样既改变生活方式又
减少拥堵和污染，好处是大家
的。因此，说限行只是为了想
在老城活动的那小部分市民，
抑或是交警为了政绩，并不恰
当。那些怨声载道的车主也应
该想到，自己本应是倡议的践
行者，却在狂摁的喇叭声中忘
记了初衷。

从2007年首个无车日活动
到现在，济南的无车活动出现
不少争议，政府部门不愿意做

好事还得罪人，因此办了又停
停了又办。但这不代表人们不
需要慢生活，日渐加大的工作
压力如果能在漫步城区时得
到释放，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更何况设立这么一个区域，对
整个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来说
有着不小帮助。

泉城路周边作为商业和
政治中心，人们开车办事必不
可免，但在19日这样的周六，开
车出行必要性到底有多大？无
车日的初衷是为了让大家都

不开车，而不是趁着路上没车
好让自己驰骋。就好比冬天雾
霾来了谁都讨厌，但想让他们
放弃开车却又万万不可。

无车日想慢行，可以怪罪
城市道路规划不够有序，配套
体系不够完善，也可以抱怨交
警部门一禁了之。但从个人角
度来说，大家不妨多些共识少
些私心，连自己的心态都慢不
下来，整个社会还谈什么慢生
活？

（申慧凯）

在去年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审议的立法法修
正案草案中，规定地方政府规章不
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权利或增加其义务的规范引发各界
关注。这就意味着，包括限号、限购
等地方限制性行政手段的实施将不
能再“任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采
取限行措施是否具有合法性就是一
个问题。即便是抛却这个问题不谈，
限制机动车也面临着种种阻力。

“从济南市的情况来看，步行、
自行车出行的比率占到将近60%，
公交车出行占到了2 0%，剩下的
20%就是机动车出行。”山东大学交
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主任张汝华
说，虽然机动车出行所占的比例相
比慢行交通不是很大，但人们对汽
车带来的生活便利和情感满足的依
赖导致很多人都有“仗车思维”，甚
至不少市民已经养成了“没有车不
能出门”的习惯，想要限制机动车使
用绝非易事。

在19日当天，为保证机动车在
老城区按照限行规则出行，不少民
警放弃了休息，在限行区域的各个
路口都有交警疏导交通，大多数的
驾驶员虽然有牢骚但也听从了交警
的疏导，但也有驾驶员态度强硬，有
些甚至当场跟交警吵了起来。

三天限车尚且如此，长期限车
其难度不言而喻。

本报记者 张泰来 刘飞跃

专家观点

限购限行等措施

早就不能任性

延伸阅读

徽章太抢手，慢生活区市民挺享受

什么是慢生活？济南交
警支队副支队长段富勇前不
久在“慢生活街区”媒体通报
会上曾有过简单的描述。慢，
不意味可以迟到、停滞，而是
一种更从容的态度。从交警
方面说就是通过路权划分，
保障人们的活动空间，营造
一种环境优美、高度人性化
的慢行环境。

正是基于这一想法，在今
年的无车日活动中，济南交警
在泉城路划分出了无车区严禁
机动车通行，划出慢生活街区
限制机动车通行。在老城区的
四条边界道路上也增加了公交
车和自行车等慢行交通的路
权，免费提供公共租车服务。

济南市民需要这种慢生
活吗？对于这个问题，恐怕一
时之间难有统一的答案。但
从慢生活街区活动首日的情

况看，多数市民对此还是持
肯定态度的。

在10个“我爱慢生活”徽
章发放点，自从上午 9点开
始，几乎每个服务点上前来
咨询的人们就没有断。一上
午的时间，每个点都发出五
六百枚徽章。免费自行车也
颇受欢迎，在青龙桥租车点，
刚开始租车10分钟就租出去
了两辆，到11点时，14辆自行
车就全部出租出去了。

记者也随即租了一辆自行
车绕行老城区一圈体验，途中
不乏上前搭讪询问租车事宜的
市民。现年64岁的杨女士每周
都要到泉城路来，19日她还特
意租车绕行老城区，“路上车少
了不少，一圈下来只花了40来
分钟，多少年没有骑车了，我感
觉很好，希望租车能保持下
去。”杨女士说。

为了提倡慢生活，9月19

日，济南商业街泉城路部分
路段被封闭。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在济南慢生活体验区，志愿者倡导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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