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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一条路，做出小小的改变，
就能多“挤”出一条车道来。

开车经过宁波鄞州区天童路的
市民发现，原本的三车道一下子变
成了四车道，可看看道路并没有动
工拓宽的痕迹，只是感觉行驶在隔
壁的车子与自己挨近了些，而车道
则“瘦”了些。

车道“瘦身”后，车道数量得以
增加，单位时间内的通行量也得到
提升，从而缓解交通拥堵。这是鄞
州区交警部门试水道路“治堵增效”
的新方法。目前，鄞州已有 8 条路
段完成增道“瘦身”改造。

如今，车道“瘦身”试行了两个
月，效果如何？记者带你一探究
竟。

“挤”出来的车道

第一条“试验”道路是四明中
路天童北路至钱湖北路段，双向
四车道变为如今的六车道。记者
在现场看到，崭新的车道分隔线
已划定，原本每条车道宽 4 米，如
今变成了 3 米左右，靠近交叉口的
位置，车道白色实线被白色震荡
线取代，车轮压到时有明显的震
荡感。

新版车道虽比原来窄了，但司
机们普遍反映，驾车时并不觉得难
开。

“一般的私家车宽度不超过两
米，瘦身后的道路也绰绰有余，公
交车车身宽 2.5 米，加上后视镜宽
度为 2.6 米，通行也有足够空间。”
鄞州交警大队机动中队队长谢利
明介绍。

车道“瘦身”并不是盲目“减
肥”。从今年年初开始，鄞州交警部

门就对辖区内几条主干道的道路状
况、车流量、交通事故等数据进行采
集和分析，挑选出最合适的车道进
行“瘦身”。

入选的路段是按照 1995 年出
台的道路标准建设的，当时要考
虑货车的通行，所以设计车道宽
度 为 4 米 。 现 在 ，宁 波 城 区“ 禁
货”，宽车道反而是种浪费，而不
久前的浙江省最新标准也已把车
道标准降为 3 米，验证了窄车道的
科学性。

陈剑善是一位有多年驾龄的公
交车司机，他认为车道宽窄并不与
安全成正比。他分析，车道宽的地
方很多司机喜欢钻来钻去，反而容
易增加不安全系数。

倒逼规范驾驶

市民李鹏友家住鄞州区，上班
在江东区，每天上下班高峰期开车

是最闹心的时候。
“尤其在经过鄞州天童北路、钱

湖北路时，等2到3个红绿灯那是家
常便饭。”本来李鹏友担心，车道瘦
身后，堵在那里的车会更多，没想到
状况刚好相反，原来 40 分钟才能到
单位，现在30分钟就够了。

交警的监测也佐证了李鹏友的
直观感受。以天童北路和贸城中路
路口为例，以前早晚高峰时，一辆车
通过路口需要2至3个灯次，而现在
只需1至2个灯次。

“车道宽度缩窄，增加车道数
量，”这是车道“瘦身提速”最直观的
原理。

“车辆太多，通过交叉口时间过
长，容易导致交通拥堵。车辆在交
叉口等红绿灯时速度一般都很慢，
车道适当窄一些对交通不会有太大
影响，但如果能增加通道则意义很
大，道路交叉口畅通了，整条道路的
车速会有显著提高。”谢利明分析，
尤其是在道路的瓶颈处，效果更是

立竿见影。
车道“瘦身”治堵的另一个法门

是车道窄了，倒逼规范驾驶。
“车辆随意变道，将会减慢通

行速度，而且容易发生刮擦。”一
位司机坦言，车道变窄后，不敢再
轻易变道。

据统计，“瘦身”路段的交通事
故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18%
左右。

固有设施挖潜

车道“瘦身”能治本吗？鄞州治
堵新招一出，引发热议。

“道路一旦建成，想要拓宽，难
度不小。”交通建设部门相关人员分
析，在旧城区和城中村等建筑密集
的区域，巨额的拆迁费用大大提高
了道路建设成本，个别道路拆建投
资比例高达 20∶1。这也意味着，城
市不可能无限制地建设或者拓宽道
路，因此，挖掘现有道路资源潜能，
提高通行效率，无疑是现实困境下
的一剂良方。

车道“瘦身”，在交警部门看来
是治堵思路的一种转变。

“以前缓解交通压力想了很多
办法，‘重量级’的就是限制车辆、限
制车道、单双号通行等等，一定程度
上都是抑制法。”鄞州交警大队副大
队长陈文认为，而道路“瘦身”体现
的是疏导的理念。从管理部门自身
而言，要着眼交通组织方案的科学
化、精细化、人性化、便民化，把各方
面的情况分析得更周密、更充分一
些。而建设部门，必须进一步增强
路网规划布局的科学性，要根据区
域交通流量等实际情况和新的规范
标准实施道路建设，尽量减少重复
改造。

据悉，这项新举措将向鄞州全
区推广，目前一些合适的路段已陆
续开始“瘦身”改造。

窄了一米 多了一道

鄞州车道“瘦身”保畅通

近日，桐乡市石门镇桂花村总投资约50万元的太阳能LED路灯全部在村道上
安装到位，不仅给村民夜行带来了方便，也给乡村增添了美景。 叶寒青 张潘丽 摄

桐乡村道装上太阳能路灯

鄞州天童路与四明路交叉口，由三车道变为了四车道。

本报临安 11月 18日电 （记者
李月红） 咚咚锵！喝碗茶，擂起鼓；
如召令，开讲来！今天，由省新闻出
版广电局、浙报集团主办的全省农
民讲书大赛酣战正浓——杭州市农
民讲书大赛正式开锣，来自全市各
乡村的 21 名农民讲者，大方走上舞
台，向村民讲述阅读的故事。

“我叫方金荣，今年 67 岁，来自
淳安。”一开场，一号讲者方金荣报
出自己的年龄，听众报以热烈的掌
声。活到老，学到老，方金荣以自己
在人生不同阶段阅读《三国演义》的
不同感悟，向大家讲述文化传承的
力量。

讲者中，有高龄老人，有90后青
年；有图书管理员，有大学生村官；有
留乡村民，有外来务工人员。他们要
在6分钟内，用最本色的方式复兴乡
村说书艺术。淳安陆德中送上一场
武松打虎的视听盛宴，口技吹出风
声、虎声、拳头声；余杭孙炜忠用地道
的余杭径山方言，惟妙惟肖地讲述

“农家书屋农家梦”；桐庐雷树冰且歌
且述，以歌代言，以歌叙事，以歌抒

情，唱一曲畲族人民阅读史。
说书者俞丽佳跟大家分享了这

样一个故事：一位服刑人员，在桐庐
看守所一年多时间里读了几十本
书，因为这些书，他在行刑前写下悔
过书愿意捐献器官来赎罪。因为这
个故事，看守所设立了流动图书室，
成为失足者迷途知返的路标，心灵
沙漠的绿洲。在感动心灵的娓娓道
来中，俞丽佳打动了评委，成为这场
比赛的冠军。

一方舞台，传承乡土文明，重塑
乡村文脉。一个农家书屋，富了建
德一方草莓大户，滋润了一群留守
孩子的童年。作为评委，杭师大文
创院院长夏烈认为，讲书大赛传递
了我省农民的精神风貌，全民阅读
的浓厚氛围滋润着浙江乡野。

“浙江省农民讲书大赛”由省新
闻出版广电局和浙报集团联合举
办，这也是我省首次举办农民讲书
比赛。活动旨在推进农村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发挥我省农
家书屋作用，提高农民综合素质。
下月底，总决赛将在杭州举行。

全省农民讲书大赛杭州市决赛开锣

农民讲书赛 绝活拿出来
全省农民讲书大赛杭州市决赛开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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