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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岂曰曰““无无车车””，，堵堵了了满满大大街街
第十个无车日全省全国鲜有城市限行，发倡议都少了

9月22日，全国第十个无
车日来得有些冷清。在济南，
既没有单双号限行，也没有
限行区域，甚至连倡议也没
有发。

其实不只济南，今年的
无车日省内除青岛、德州划
定限行区域外，省外也只有
北京、长沙、西安等少数城市
划定限行区，绝大多数城市
只是发出了一纸绿色出行倡
议书，鲜有可行的方案执行。
无车日，真的已经流于形式
了吗？

本报记者 张泰来
实习生 丁玉霞

限行本为保留节目
如今已取消

如果不是规划局工作人
员在龙奥大厦放置了倡议绿
色出行的宣传海报，周边市
民甚至忘记了9月22日国际
无车日这个节日的存在。

22日上午，济南的街头
没有限行区域，也没有倡导
公交出行的优惠活动。拥堵
的道路依旧拥堵，开车的依
旧开车，碰上周中的无车日
俨然沦为一个普通的工作
日，跟其他日子没有了区别。

“啊，今天是无车日？很
普通的一天吗，不知道。”在
街头随机询问市民，八成以
上表示不知道无车日是怎么
回事，更没想过会在一年中
的这一天放弃开车。

济南今年的无车日来得
分外冷清，但以前却不是这
样，这个最早发起于法国的
活动曾在济南“红火”一时。
2007年国际无车日传入我
国，随即在国内各大城市掀
起了一轮无车日限行风潮，
一时之间，限行几乎成了无
车日的标配。

2007年济南市第一个无
车日，济南市划定了东至南
门大街、黑虎泉西路、黑虎泉
北路，西至趵突泉路，北至泉
城路，南至泺源大街的机动
车限行区域。接下来的几年
的无车日也一直上演着划定
限行区域的“保留节目”。

2011年以后，无车日在
济南遇到了一个低潮，无车
日活动开始由“限行”向倡议
绿色出行转变，一度冷清，甚
至在2014年的无车日遭遇周
一，开车上路的市民没有减
少反而有所增多。

到了去年，济南无车日
活动从活动内容、影响范围、
参与部门等都达到了一个顶
峰。济南交警联合宣传部、城
管、教育、环保、公交等十余
部门，不仅划定了禁行区域，

而且设立了限行区域，提出
了慢生活街区的概念，在活
动期间配备了公共自行车、
免费乘公交车等配套政策。

似乎是印证了盛极必
衰的道理，今年的无车日分
外冷清，济南多个部门都没
有活动，有些甚至连一纸倡
导绿色出行的倡议都没有
发出。

可操作方案少
治堵效果差评多

济南的情况折射出全国
无车日的境遇。时至今日，无
车日正在国内多数城市遭受
着“冷遇”，活动形式越来越
多地流于倡议，而没有可操
作的实质方案。

记者梳理发现，今年无
车日省内只有青岛、德州划
定了限行区域限制私家车出
行，省外只有北京、长沙、太
原、西安等少数城市采取了限
行措施。更多的城市如上海、
杭州、郑州等都放弃了极端的
限行措施，转而通过免费或者
优惠乘公交、发倡议等温和的
方式倡导绿色出行。

可以说，无车日正在全
国范围内扮演着一个尴尬的
角色，其存在体现更多的是
一种形式而非实质意义。业
内人士指出，无车日在全国
范围内遇冷并非新情况，实
际上早在两三年前就表现出
苗头，其原因主要在于对治
堵效果有限。

前几年，多数城市都会
在无车日当天划定限行区
域，甚至采取单双号限行的
方式限制机动车的出行。在
活动当天，限行区域机动车
大大减少，给人一种道路畅
通的错觉，可是，到了第二
天一切恢复原样，甚至拥堵
大反弹。这种顺畅之后的大
堵让不少人质疑，限行存在
的意义难道只为在形式上
保持部分街道的顺畅？进
而，有人开始质疑无车日存
在的意义多是停留在形式
上，非议颇多。

在2014年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
上审议的立法法修正案草
案中，也明确规定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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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了各界
关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采取限行措施是否具有合
法性也成为一个问题。于
是，越来越多的城市在无车
日放弃了限行的措施。

环保意识待觉醒
非一部门能解决

限行起不到治堵缓堵的
作用，无车日发出的绿色出
行倡议同样是效果有限。
2014年济南市没有划定限行
区域，政府牵头发布了倡导
乘坐公共交通绿色出行的通
知书。可是，响应者寥寥，加
上当天是星期一出行需求
大，无车日堵成了一锅粥，堪
称史上最堵无车日。

今年无车日当天，内蒙
古呼和浩特市发出了绿色出
行倡议。可是据新闻报道，早
上8点，呼和浩特市主干道海
拉尔大街上每个路口都堵满
了车辆，有的路口甚至堵车
长度达1公里以上。类似的例
证不胜枚举。

限行、倡议都不起作用，
无车日日渐沦为一种形式，
慢慢地有些城市连形式都懒
得做，无车日泯然于众多普
通时日中间。郑州大学社会
学教授纪德尚认为，没有公
民的觉醒，世界无车日就是
一纸空文。在私家车出行依
赖性高、大众绿色出行意识
普遍欠缺的当下，无车日遇
冷也就不足为奇了。

山东大学交通规划设计
研究中心主任张汝华认为，
无车日日益遇冷也跟当前公
共交通系统不完善，城市路
网结构缺陷、慢行路权无法
保障等诸多问题密切相关，
这些问题不解决，倡导无车
日绿色出行只能是一句空
话。而要解决这些问题，绝不
是一个部门依一己之力或者
举一日之功所能完成的。

其实在青岛，今年中山路
还是采取了限行措施。不过记
者在青岛中山路与曲阜路路
口，10分钟不到的时间内就看
到超过10辆私家车试图闯进限
行区被交警劝离。

在中山路与曲阜路路口记
者看到，有些私家车主看到前
方有交警和禁行标志后主动绕
道，但是有些私家车主仍打着
转向灯准备驶入中山路。“今天
是无车日，中山路限行，请绕
行。”现场的交警每见到一辆准
备从曲阜路转弯的车辆时，都
不得不提示这么一句话。

德州市也开展了“2016年
城市绿色出行”活动，倡议市民

绿色出行，并划定无车示范区
域，限制机动车辆通行。记者走
访发现，“无车日”当天，在执勤
民警和告知牌的引导下，示范
区内车辆较以往有所减少，但
仍有不少私人车辆出行。

“知道是无车日，平常开习
惯了，乍不开车适应不了。”家
住德城区的市民王女士在经济
开发区高地世纪城附近经营一
家小餐馆。开店两年来，每天驱
车沿东方红路往返两区已经让
她养成了习惯。“知道这里9点
开始限行，本以为今天车少，能
在9点限行前穿过去，没想到车
和以往没多大差别。”

本报记者 赵波 张磊

十十分分钟钟内内十十余余私私家家车车要要闯闯限限行行

□申慧凯

第十个无车日，对于倡导绿
色出行这件事，从提议之初到现
在，足够执行两个五年规划了。
然而在每年各地自发举办且力
度不一的活动之下，人们普遍的
出行观念没有太大改观，政府的
积极性反而愈发低落。

无车日之所以值得倡导，一
是于公有益，减少排放也好方便
出行也罢，对于整个社会而言，
可以传达可持续发展理念，和谐
处理人车关系；二是于私有益，
即便私家车主放弃开车出门，其
出行目的依然能达到，而且是在
节约成本和健康环保的前提下。
如果不能达成这两点共识，改变
无车日的尴尬相当之难。

从这个角度说，无车日遇冷
就不难理解了，因为政府举办的
活动再多，当事方的利益分歧并

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普通人希望
车少一点，但对于私家车主，无
车日只限定某一天出行，因为屡
屡出现拥堵反弹，既没有因为当
天的活动起到示范作用，也没有
为大家以后都少开车打下基础，
自然就不再拿无车日当回事。

要解决这种分歧，首先要有
效代替私家车主现有出行方式。
快车兴起之初，因为补贴力度大，
放弃开车的不在少数，毕竟花低
于自己开车成本的钱能舒适到达
目的地，何乐而不为。多年来很多
人倡导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达到上
述目的，但效果并不明显，仅以公
交车道为例，一些城市目前单独
划出的公交专用道并不少，然而
因为车次和优惠力度等问题，其
实际效果也受到诟病。对于政府
部门而言，是否评估过划出来的
专用道完全实现了其规划初衷？

无车与有车的矛盾并非不
可调和，但循序才能渐进。政府
部门作为倡导者和政策制定者，
其行动更应考量是否科学有效，
否则，限行抑或“走秀”都将是一
时光景，过后便忘。

利利益益分分歧歧不不解解决决
倡倡议议再再好好也也是是一一时时光光景景

■尴尬无车日

葛现场新闻

9月22日是世界无车日，济

南经十路车满为患。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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