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车日
治堵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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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治堵堵三三年年，，为为啥啥堵堵得得更更厉厉害害了了
机动车疯狂增长，路修到哪车就堵到哪

出门想不堵车有多难，
看看22日的济南市就知道。
即便当天是国际无车日，全
市大堵车依旧不可避免。

为了治堵，济南市从
2012年起，实施了扩宽道
路、设置逆向可变车道、潮
汐车道等多项措施提高道
路通行效率。可三年过去
了，道路扩宽不少，拥堵不
见缓解，反倒出现逢雨必
堵、逢周末节假日必堵的常
态。路越修越宽，车越来越
堵，治堵似乎进入了一个无
解的死结。

汽车本应代表人们追求更
快速度、更舒适的出行希望，可
随着机动车大量增长，早晚高
峰、阴雨天、节假日等拥堵几乎
成为常态。于是在2012年，济南
市启动了三年治堵计划。

三年期间，济南通过扩宽道
路，打通断头路、瓶颈路，提高路
网密度。例如建新路、土屋路、和
平路等一条条道路改建拓宽，就
是为了提高道路面积。与此同
时，为提高道路通行能力，先后
在历山路、纬二路、解放路、明湖
西路、明湖北路、花园路等将近

30条市区道路两侧实施机动车
禁停政策。

除了通过扩路、禁停拓展硬
件，济南市在软件方面也是做足
了文章，想尽办法让汽车在有限
的道路上跑得更快些、更顺些，
甚至创造出潮汐车道等为数众
多的车辆“分流神器”。

2013年4月8日，济南交警在
阳光新路与经十路路口设置了
首条可变车道，车道可根据第一
排左转车道车辆长度进行自动
调整，当排队长度超过200米且
等待时间超过10秒钟时，智能可

变车道自动变为左转车道；当排
队长度小于70米时，智能可变车
道自动变为直行车道。

创设之初，路口通行率提高
明显，可变车道迅速在市区其他
适合的道路推广，截至目前，光
经十路上就有十多条可变车道。

潮汐车道、绿波带、社区微
循环，提高高架路限速值等等，
应该说为治堵济南交警不可谓
不积极。可是，三年过去了，济南
市的拥堵并没有明显的缓解，甚
至“堵得更厉害了”成了众多市
民的直观感受。

做了这么多工作，何以济南
越来越堵？对此，多数人把答案
指向了机动车保有量的飞速增
长。不可否认的是，治堵三年，也
是机动车保有量飞速增长的三
年，其间济南市新增了60余万辆
车，治堵的效果很快被激增的机
动车淹没。但是，机动车增长并
不是唯一的原因。

新华社著名记者、《采访本
上的城市》一书作者王军曾在书
中预言，修路不是治堵的好办
法，“路修到哪里，车就会堵到哪
里，你越为车着想，汽车就越不
为城市着想。”王军提到了一个
由市长主导三年治堵成功的案

例，或许可以为济南提供借鉴。
早在1998年，哥伦比亚首都

波哥大交通拥堵达到了“几乎无
望”的程度。在这样的背景下，时
任波哥大市长恩里克·佩那罗舍
开启了三年治堵改革。“我们不
是在谈论交通问题，我们真正在
谈论的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
市？”恩里克说，国际上有一种城
市建设理论认为，现在多数城市
的发展模式都是在为汽车建设
城市，而不是为人建设城市，他
要做的是给市民以公共空间和
空前的出行条件。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波哥大
建设了一个具有世界水平的快

速公交系统、拉丁美洲规模最大
的自行车道路网络、世界上最长
的步行街、通往城市最贫穷地区
的数百公里长的人行道。每年有
两个工作日，禁止私家车进入全
市3 . 5万公顷的范围。此外，波哥
大设置了燃油附加税，把25%的
汽油税投入到公交系统。

疏堵相结合，不到三年恩里
克在波哥大建成了一个慢行交
通系统，以自行车、步行、小汽车
作为支线与快速公交无缝对接，
实现零距离换乘。市民无需自驾
也能方便地上下班，整个城市在
很短的时间内远离了噩梦般的
拥堵。

三年治堵期间，济南也在增
加公交专用道、减少私家车出行
比例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还在无
车日期间组织“慢生活街区”体
验活动，但相同的措施为什么有
不同的结果？

首先，人们对于任何新事物
的接受都有一个过程，波哥大也
是在三年的时间里才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在治堵之初同样受到
非议。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波哥
大是由市长主导的综合各方的
治堵，限制机动车通行的前提是
发展了发达的公交和自行车系
统，是集全市之力推动这项复杂
工程。

而在济南，虽然公交公司宣
称全市已有公交车4700多辆，公
交线路230多条，但公交拥挤、公
交难等和公交覆盖面不全依然
是众多市民的共同感受。22日无
车日当天，市民吴先生特地放弃
了开车乘坐公交上班，结果是开

车需要25分钟的车程坐公交花
了一个小时。再说自行车道、人
行道，不仅宽度不够时有“断
头”，且常被机动车、商贩占用。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不论
是交警还是任何其他部门凭借
单一之力，在不给出私家车禁
行之后替代交通方式的前提下
限制机动车出行，哪怕是一个
很小的区域，也必然会对附近
乃至全城的交通造成重大影
响，招致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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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交警支队副支队长段
富勇说。

也就是说，不论是治堵还是
打造慢生活都是综合的复杂工
程，需要各方协调发力，否则将
只会是热闹一时。正如恩里克所
说：“交通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
治问题。”

本报济南9月22日讯（记者
刘飞跃 张泰来）“无车日

尽在单位听喇叭了，路上那叫
一个堵。”这是22日一位网友发
布的微博。没错，22日是国际倡
导的无车日，济南多数人的直
观感受不是车少了，而是更堵
了。尤其经七路泺源大街、历山
路以及山大南路等慢行区周边
路段，拥堵更为严重。

22日早上7点半，记者来到
无车日限行区内的明湖路，整
条明湖路从西往东并没有出现
拥堵的情况，道路非常顺畅。

“根据我们掌握的路况情况，早
高峰相比平时有所推迟，大约
推迟了半小时左右。”济南交警
支队副支队长韩军庆说。

拥堵出现在 8点以后。上
午8点10分，记者在泺源大街和
趵突泉南路交叉口看到，东西
向车辆在路口处会合到一起，
道路南侧数十辆私家车自东向
西排了将近100米。在泺源大街
另一路段，西向东方向上机动

车一直从太平街口压到了银座
桥底，长达200多米。

受限行政策影响，在泉城
路周边的无车区和慢行区，包
括19日、20两天在内，车辆较以
往均大幅减少，实现了“零报
堵”。而在慢生活区以外的市区
道路，从22日的情况来看，车辆
未明显减少，反倒拥堵严重。

无车日作为一个倡导性的
节日，到底能促使多少人放弃
开车。对此天桥交警做了一个
统计，结果让人诧异。

据了解，在无车日到来前
一周，天桥交警在堤口路小学
向全校930名学生和67名教师
发放了无车宣传单，并要求所
有师生家长在宣传单页上的回
执单签名交回，基本做到了全
覆盖。不过在22日当天，堤口路
小学附近车流量只是略有减
少，确有一部分家长、老师放弃
驾车，选择了公交车或者电动
车，而更多的学生家长依然选
择了驾车出行。

本报记者 张泰来

22日也是济南交警慢生活体验活动的最后一天，根据济南交
警发布的体验报告。三天活动期间，泉城路东段机动车流量较日常
周末下降50%，慢生活街区环线道路通行顺畅。

“周边的解放路、历山路、泺源大街、南门大街等路段在上午的
11时、下午2时先后出现短时间压车的情况，同比日常周末流量变
化不大。”济南交警相关负责人说。

此外在22日慢生活体验活动的最后一天，公共自行车的热度
意外降低，一天的时间只有100人次租用，不足总数的一半。

本报记者 张泰来 刘飞跃

一个信号灯压200多米的车

“无车日，那叫一个堵呀”

慢生活体验最后一天：

免费自行车只租出不足一半

没有各方协调，再好的尝试只能昙花一现

不能为汽车建设城市

拓路、提速、禁停……治堵很尽力

22日，在泉城路天地坛街交
会处，不少骑行的市民骑自行车
出发，呼吁全民绿色出行。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22日早上8点，济南经十路堵车严重。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22日早晨，泉城路和黑
西路机动车限行，周边的解放
路、历山路等堵成了大停车场。

本报记者 周青先 实习生
刘海天 摄


	A10-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