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温州针对群众反映强
烈的老城区和旧住宅区行车难、
停车难，交管服务延伸不够深入、
群众交通违法和事故处理难，交
通参与者文明交通意识不高、自
觉守法难等“三难”问题，创新思
路与举措，通过实施交通微循环、
打造服务微平台、创新宣传微媒
体等“三微”行动，构筑起交通管
理新秩序。温州特别在 6 个微循
环区块新增单行线 40 余条，有效
规范了小区行车、停车秩序，挖掘
了停车潜力。通过温州网、微信、
微博、QQ 等新手段，为广大驾驶人
和 市 民 提 供“ 信 息 查 询 、便 民 服

务 、警 民 互 动 ”等 全 方 位 交 通 服
务。如今，包括机动车违法查询、
驾驶人记分查询、实时路况、智能
移车、拥堵上报等十四大功能在
内的咨询服务，用户只需要点击
相关菜单，就可获取。温州治堵
宣传盯住一个“微”字，力求用新
媒体新手段新语言，做到贴近群
众、贴近网民、广纳民意。今年，
在“三微”行动的助力下，温州在
市区机动车保有量达到 53.5 万辆
的情况下，市区交通拥堵警情下
降了 7.58%。

在嘉兴，为解决交叉口处“瓶
颈”现象，嘉兴除了通过信号灯等

交通管理手段对车辆、行人进行控
制外，还主动调整车道宽度，实施
路口再渠化。实现了投资少、见效
快的作用，极大提高了道路网络运
输效率。改造完成后，以中环东路
泾水路东进口为例，高峰时段的车
辆排队长度缩短了 1/3 以上，基本 2
个信号灯的周期就能确保车辆通
过路口，通行效率提升了 30%以
上。

在舟山，公交专用道采用的
HD-SDI 信号视频技术动态违法自
动抓拍系统实现了对违法占道车
辆的自动抓拍。如今，舟山高峰时
段公交车的分担率已提高至9%。

城市治堵是一场持久战，各地
因地制宜的治堵创新，尚待进一步
实践与完善，但相信随着省市县三
级联动综合治堵的深入推进、持久
深化，我省的交通拥堵状况一定可
以达到“有堵得缓、无堵先预”的效
果。

“力争通过 5 年努力，使得全省
城市交通拥堵状况明显改观，人民
群众满意度明显提高”，这是我省
治堵给自己划出的“及格线”，但绝
不是终点线。全省各级单位仍要
不懈努力，同时我们也呼吁社会各
界参与治堵，让浙江经验硕果累
累，让城市生活更加美好。

关键词4：创新交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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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综合治堵助力城市美好生活浙江综合治堵助力城市美好生活
去年以来，我省的百姓不难发现身边的城市交通有了崭新的面

貌。不少城市的公交线路设计更加科学，公交车变得更新更快更准

点了；穿行在各大城市街头巷尾的公共自行车成为了群众点赞的政

府实事；连省会城市杭州的早晚高峰交通拥堵指数也从今年年初的

5.3下降到了 11月份的 4.5⋯⋯这些可喜的变化，是我省在全国率先

打响省级层面治理城市交通拥堵攻坚战所带来的。

2012 年 11 月，我省率先在全国
启动实施全省治理城市交通拥堵工
程，提出了 5 年实现“全省城市交通
拥堵状况明显改观，人民群众满意
度明显提高”的总目标。两年来，通
过着力实施规划、建设、管理“三位
一体”的综合治理措施，我省的治堵
模式已经成为全国首创。

与其他省份个别城市进行的治
堵模式不同，我省建立了省—市—
县三级联动的治堵机制。省委、省
政府专门成立了城市交通拥堵工作
领导小组，把省治堵办设在交通运
输厅，抽调了建设、公安、人防等多
个职能部门人员集中办公，初步形
成了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一体化
管理格局。综合治堵，成为了我省
建设“两美”浙江、提高城市竞争力、
先行先试的重要表现。

去年以来，我省综合治堵取得
了不少成效。其中七大方面的成效
最值得关注。

一是，各地对治堵的认识和力
度都进一步加强。杭州成为治堵的
重中之重，其他 10 个地市也纷纷开
启“未堵先治模式”。各地的治堵举
措已经从过去单一采取一两项行动
升级为用现代交通理念去管理城市
交通的一种自觉行为。治堵观念也
从过去“为什么要治，我还不堵”逐
渐转变为“晚治不如早治”。治理手
段从原先分散的有所作为，提升到
如今的综合谋划。省委、省政府领
导身体力行抓治堵；省人大、省政协
今年共提出办理有关治堵工作的省
本级议案 8 件；对于治堵资金的专项
安排有专项保障；由此，治堵的创新
举措开始在全省范围内遍地开花。

二是大交通管理机制初步建
立。规划、建设、城市公交运营和管
理等几大重要职能不再由不同部门
分散管理、“各自为政”。治堵办把
相关的职能部门集中起来办公，由
省（市）政府牵头共同谋划综合治
堵。城市交通综合管理机制初步确
立，各项管理运营日趋成熟。

三是公共交通基础进一步夯
实。过去比较薄弱的公共交通，通过
运力增加得到了完善。去年以来，我
省公交车增加了 3500 辆，这个增数
并不包括更新车辆数，相当于前 10
年的总增量。全省各地加强公交车
首末站建设，原先距离较长的公交线
路可以分解—中转—换乘，公交线路
的优化水平和运行效率大大提升。
如今全省 11 个设区市都设有公交专
用道，去年新增公交专用道 230 公
里，今年新增 165 公里。公交专用车
道的设置落实了公交路权优先，也让
百姓优先落到了实处。如今我省的
公交运行速度大有提升，公共自行车
系统打通公共交通最后一公里，整个
公共交通面貌发生了变化。

四是路网结构更趋完善。通过
高架、地面、地下三张路网的建设和
大力开展路口立体化改造，建设人
行系统把行人与机动车有效区分
开，并力争到明年年底打通规划内
影响交通的断头路，过去通过性交
通与到达性交通都在地面所造成的
城市拥堵现象得到了缓解。

五是路面交通管理更加有效。
治理中国式过马路，路口立体化改

造，提高民警上路率；加强机动车、
非机动车和行人的守法率；启动单
循环建设，今年推出 28 个区块 55 条
道路的循环交通建设；治理乱停车、
乱占道等行为⋯⋯这些看似细小的
工作，实际上，都对有效管理路面交
通形成了正向推动。

六是城市交通信息一体化形成
了良好的基础。治堵办统一联合办
公的模式，把原先各种分散于独立职
能部门的城市交通相关系统互联共
享应用到了一起。这样大大提高了
城市道路的指挥功能。省里要求 11
个地市都建立与杭州一样的交通拥
堵指数系统，一来监测治堵成效，二
来方便各地政府寻找拥堵点，分析致
堵原因，落实整改；同时，方便群众通
过手机App等新工具，择畅出行。今
年，我省在信息化方面投入大、要求
高。全省要求建立一体化互联互通
共享应用，避免重复建设，防止信息
孤岛。这些举措都是为更加科学地
管理城市交通做好服务保障。

七是在需求管理上提出了更高
要求。比如杭州的双限管理，比如
全省出台停车收费的意见，要求采
取差别化停车收费⋯⋯这些都可以
更好地引导汽车出行停车。同时通
过城市功能布局的优化调整，从源
头减少不必要的交通拥堵。

如今，我省的治堵模式已在各
大重要会议上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和
领导的充分肯定。在破解城市交通
这一世界性难题的征程中，我省各
地积累了许多创新做法与先进经
验。浙江将以敢为人先的勇气，横
下一条心的决心和功成不必在我的
境界，持之以恒地为治堵这件实事
难事提供答案。城市治堵的有效缓
解，也是我省各城市开启品质生活
的美好起点。

全国首创——
省市县三级联动治堵模式
全国首创——
省市县三级联动治堵模式

亮点纷呈——各地创新探索治堵办法

在杭州，老小区机动车保有
量的迅速增长与停车位不足的矛
盾，一直是杭州居民迫切渴望解
决的难题。老小区设施不完善，
停车泊位一位难求，由此引发了
行路拥堵、景观破坏，出现公共安
全与公共秩序隐患等诸多问题。
为此杭州以“大关模式”总结经
验，特别开展了“老居住小区综合
治理创新实践”研究，通过增加停
车泊位、序化交通秩序、保障交通
安全等手段，破解老居住小区停
车难、行路难。

今年，杭州完成了《杭州市
老居住小区交通综合治理技术
体系研究》报告，出台了《老居住
小区交通综合治理意见》，并协
助政府制定了老居住小区交通
综合治理资金拨付办法等保障
政策。11 个试点项目实施后，将

至少新增停车位 3000 个，实现
550 个错时停车位，有效缓解了
老居住小区停车供需矛盾。值
得一提的是，这 11 个项目的总
投资仅相当于建设一座 200 个泊
位规模的地下公共停车库的投
资金额，但其成效却呈现了交通
序化、停车增量、公交可达、消防
畅通、环境美化、管理提升等综
合效益。预计杭州将有 10 万以
上居民直接受益。杭州老居住
小区的综合治理创新实践，已被
多家媒体称之为“家门口的民生
工程”。

除此以外，杭州还探索施行
了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和调整优
化差别化停车收费政策，从需求
管理的角度破解城市交通综合治
理的问题。衢州等地，通过切实
解决重点卡口、学校医院、大型商

场等区域的拥堵问题，一个堵点
一测，重点击破，打通城市交通节
点。

在 湖 州 ，大 型 医 疗 机 构 普
遍地处城市核心区域，建设年
代久远且大多临街而建，久而
久之，道路设施落后、停车设施
等功能性配套不足，群众医疗
需求集中等因素，成为了造成
城市交通拥堵的关键节点。湖
州 为 了 从 根 源 上 化 解 这 一 问
题，系统谋划了城市医疗卫生
机构的整体外迁，取得了较好
成效。今年 3 月湖州市精神病
院整体搬迁至东部新区，市中
心 医 院 现 已 启 动 整 体 搬 迁 工
程。通过优化调整城市规划机
制，拉大城市框架，根治拥堵关
键节点，已成为探索源头治理
城市拥堵的有效方式之一。

关键词1：开展综合治理

在金华，快速公交系统（BRT）
建设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
内深化城市交通拥堵治理的突破性
工作。金华打造全国首条纯电动快
速公交线路，首期“一纵一横”项目
全长 33 公里，投资 3.4 亿元，将在
2015 年分别投入试运行。根据相关
客流预测及分析资料显示，2015 年
初期金华快速公交“一纵”线全日客
流总量将达到 2.1 万人次，到 2020
年，全日客流总量将递增到 4.0 万人
次。金华市快速公交轨道的空白将

得到有效填补，市区纵横向快速客
运通道得以打通，公共交通的主要
骨架基本形成。这将有效解决当地
交通纵向出行难问题。

在丽水，为鼓励公务人员带头
绿色出行，丽水市专门出台公交公
务卡政策，公交卡统一以年卡形式
由公交公司负责定制，各单位在编
人员一人一卡，实现实名制使用。
公务员带头乘用公共交通工具，让
乘坐公交车、使用公共自行车成为
风尚。

关键词2：优化公共交通

在慈溪，通过结合市政道路
建设地下带状停车场，开创了引
入民间资本缓解拥堵的先河。整
个地下带状停车场，总长度 1800
米，沿景观大道主车道两侧地下
空间而建，设计车位 800 余个，投
资 3.4 亿元。地下带状停车场，还
与周边 30 万平方米的地下空间实
现 互 联 互 通 。 停 车 场 兼 具 了 停
车、人行过街和区域交通的功能，

为 周 边 小 区 居 民 出 行 提 供 了 选
择，同时减少了地面交通流量，使
停车场在停车功能基础上具有区
域交通疏散功能。

新昌县今年开始试水智能停
车收费管理。集智能手持 P0S 收
费、车载标签缴费、手机拨号缴费
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智能停车管
理系统，自运行以来收到了良好效
果。按照“最大限度服务百姓，最

大限度发挥道路停车泊位利用率，
按城区交通流量划分城区停车地
段，实行差别化收费”的停车收费
管理政策，新昌县盘活了停车位
600 余个，有效杜绝了长时间占用
停车位及“鸠占鹊巢”的现象，提高
了停车位周转率。收费停车管理
严格做到“停车有位、停车入位、管
理到位”，大大改善了停车秩序，也
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免费到收费的

转换，减少了部分市民一户购多车
的行为。

在台州，背街小巷改造、建设
城市绿道等举措正在推进城市慢
行系统规范化建设。路网的规范
化建设，有效分流了集中于主干道
的交通压力，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主
干道的拥堵情况。同时，市民的短
途出行也有了更多绿色低碳的方
式。

关键词3：完善路网建设与停车设施

杭州彩虹立交

嘉兴无车日宣传

宁波市第一医院人行过街天桥

舟山新城BRT

交通拥堵指数实时监测平台

宁波公交专线车进高校

长兴中心广场公交枢纽站

治理中国式过马路

丽水大力倡导公共自行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