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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龙

公共自行车，对济南市民
来说并不陌生，九年来，济南
市多次在市区推广公共自行
车，却因为各种原因无疾而
终。日前，“建设建成区公共自
行车租赁系统”再度提上日
程，市民骑公共自行车出行似
乎又有了盼头。然而，项目真
正落地前，还有三只“拦路虎”

待清除。
低碳环保、绿色健康，公

共自行车的益处自然毋庸赘
言，济南的公共自行车推广之
路甚至一度走在全国前列。
2007年，北京率先“吃螃蟹”，
2008年5月，济南就有企业试点
公共自行车，随后，济南又多
次努力推广，但公共自行车依
旧没能在济南扎下根。

“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公共自行车在济南遭遇尴尬，
令人唏嘘不已。从济南的实践
来看，公共自行车“有心开花
花不开”，很大程度上卡在了
运行制度、资金支持和选址布

点这三只“拦路虎”。
公共自行车想要坚持下

去，有一套科学有效的运行制
度是首要前提。由于项目的运
行背后牵扯甚广，无论是之前的
交通局还是现在的停车办，很难
做好全面的协调调度工作，因此
济南的公共自行车系统需要有
个强有力的“管家”和一套完备
的配套政策，这就需要在市级层
面进行顶层设计。

同时，资金也是一只“拦
路虎”。事实上，如果要大规模
建设租赁系统，场地、站亭、车
棚、自动锁桩、自行车都需要
投入。如果按照原先的计划，

济南将分三期购置五万辆自
行车，这将是一笔数千万元甚
至上亿元的巨大开支。而后期
的运行更是“无底洞”，单纯靠
财政“输血”恐怕很难持续，长
远来看，只有充分调动市场资
源，找到一条“政府+社会资
本”的路子，才能确保项目活
下去、活得好。

此外，选址布点则直接影响
到公共自行车能否“叫好又叫
座”。原先，济南在部分景区投放
了仅对游客开放的公共自行车，
但是由于景区距离较近，外地游
客对济南道路不熟悉，实际利用
率并不高。未来的公共自行车必

然是定位于面向全体市民的短
途交通工具，因此在选址布点
中，应当充分调研，广泛征求民
意，真正实现与公共交通的无缝
对接，解决公交出行“最后一公
里”问题，让大规模投入真正便
民利民。

公共自行车是绿色发展
理念的生动实践，也是越来越
多城市的“标配”，前期的主动
探索和当前其他城市的成功
案例，都为济南公共自行车上
路提供了宝贵经验，希望这一
次，公共自行车能够真正成为
市民生活的一部分，筑起城市
的“流动风景线”。

□孙维国

5月14日起，因更换危旧燃
气管网，省城经十路和历山路
部分快车道、路口共六公里的
路将会陆续开挖。作为贯通省城
东西、南北的两条“大动脉”，经
十路与历山路在早晚高峰期间
就经常堵得一动不动，若是再

“开拉链”，拥堵将更不可避免。
（5月10日《齐鲁晚报》）

其实，许多地方都存在这
一现象，一条马路因为种种原
因，经常要反复开挖，大部分情
况的确是有施工必要。问题在

于，这种重复开挖，不仅给民众
日常生活带来不便，也会造成
经济上的重复性浪费。

“拉链”马路一直饱受民众
诟病，但始终没有得到有效治
理。造成“拉链”马路的原因当
然不是单方面的，但很重要的
一个原因是缺乏一个地下管线
信息数据统一管理平台。长期
以来，供水、排水、燃气、热力、
电力、通信、广播电视、工业管
线的管理部门各自为政，多头
管理，责任分散。这就导致各行
其是，各自为政，互不担责，由
此使得“拉链”马路屡禁难止，

成为城市一道“独特风景”。
其实，解决这种问题在国

外早有成功经验，譬如日本，早
在 1 9 6 4年就颁布了《共同沟
法》，通过建立统一的地下管线
信息数据管理，使管线共沟化，
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了“拉链”马
路问题。可见，解决道路重复开
挖并不难，关键是建立地下管线
信息数据统一管理平台，从城市
规划的源头用大数据管理，规避
地下管线建设各自为政的乱象，
形成一个综合协调的数据化信
息管理平台，唯此，才能有效避
免道路重复开挖现象。

公共自行车上路，三只“拦路虎”待除

给“开拉链”马路加把“数据锁”

说咱济南的事儿 拉咱百姓的理儿 电话：96706 邮箱：qlwbjzx@163 .com QQ群：107866225

葛有么说么

□钟倩

5月9日，齐鲁晚报报道了市
民韩先生带偏瘫的爱人去医院看
病需要打车，多次遇到四五辆出
租车从眼前过去却不停的情况。
在生活中，残疾人或坐轮椅的老
年病人外出打车难是不争的事
实，可是换位思考，作为出租司
机，拒载也是背负着“道德包袱”：
摆手拒绝会不忍心，拉上残疾人
乘客，发生危险咋办；轮椅放在后
备箱，敞着被抓拍也是愁事。此
外，受“多拉快跑”的利益驱动，接
送轮椅病人，在时间上“快不起

来”，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对于“高大上”的无障碍出

租车，因为囊中羞涩，残疾人很
少会主动选择。无障碍出租车是
城市文明的体现，从上海、杭州、
深圳等地的经验来看，都存在运
营不成熟的问题。而无障碍出租
车的定位是公共产品，既然姓

“公”，就应该体现公益属性，提高
“公”字含金量，增大扶持力度，让
残疾人坐得起。相关部门可为残
疾人群体与出租公司给予适当
补贴，下一步还可建立残疾人出
行数据库，对固定客户应重点关
注，让管理更精细，服务更优质。

无障碍出租车何时能坐得起

济南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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