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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调查
为充分挖掘、释放停车泊位的时间

价值，缓解“停车难”问题，杭州市共享
停车平台“邻里停”于 2023 年 1 月正式
上线运行。至今，全市有 380 余家机
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开放泊位 0.9 万
个。但近日记者在调查走访中发现，一
些机关企事业单位泊位开放有些扭扭
捏捏，周边群众难真正享受到实惠。

根据杭州市机关企事业单位泊位
对外共享开放工作要求，杭州市级及以
下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要做表率，在
满足本单位正常工作所需下，最大程度
开放泊位错时共享，并在显眼位置公示
开放的时间、泊位数量等信息。

上城区机场路一巷的杭州市上城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边，多是老旧小
区，晚上和节假日停车成了老大难。但
记者走访发现，上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有 20 多个泊位，门口却立着“单位内
部车位不对外开放”公告牌。

对此，上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办公
室工作人员王双英解释说，到了周末和节
假日，就会把开放共享的公告立出来。

开放共享的公告显示，该单位停车
场从2023年8月起对外开放，开放时间
是节假日18时至次日7时，共享的泊位
数量为 1 个，主要是包月形式。然而，
记者通过“浙里办”客户端“邻里停”小
程序“预约”车位，却显示“剩余车位为
0，无法预约”。

“不对外开放的公告牌本身，就容
易令人产生误解，以为是所有时段都不
开放。”住在附近的居民周先生说，事实
上，在晚上和节假日，他们都能看到，该
单位大多数泊位都是空着的，“只开放
一个，还不如不开放”。

这种现象并非个例。记者通过“邻
里停”小程序随机查询了 50 个单位，结
果发现，只开放一个泊位的有 29 个，还
有一些开放 2 到 3 个泊位，最多的也只
开放10个。

有的单位，不仅开放泊位少，而且开
放时间也很“尴尬”。比如，文新街道办
事处停车场只开放一个泊位，时间是21
时至次日 7 时。记者走访还发现，有半
数单位干脆连“在显眼位置公示共享开

放泊位公告”这一条要求，也没有做到。
为此，记者采访了只开放一个泊位

的几家单位相关负责人。他们表示，因
为安全、停放管理等方面都还存在顾虑
和问题，所以目前选择开放一个泊位，
更多的是表示对共享停车这一新举措
的支持态度。

还有市民向记者反映，有些机关企
事业单位共享泊位即使预约成功，真正
停车时也很麻烦，还需要到门卫登记，
而有些安保工作人员对开放共享政策
不了解，沟通很久才允许进门停车。

作为缓解城市居民停车难的便民、
利民之举，开放共享机关企事业单位泊
位这一新举措要想真正惠民，显然还存
在不少距离。对此，本报将继续关注。

有些只对外共享开放1个泊位，有些开放时间要求苛刻，有些干脆不公示⋯⋯

共享停车，杭州一些机关企事业单位为何这般扭捏
本报记者 王晨辉

本报讯（见习记者 周杭琪 通讯员
任洁） 1 月 10 日上午，在宁波舟山港
金塘港区大浦口集装箱码头，大船一
靠岸，无人集卡接收到作业指令后，开
始沿着规划路径自动驾驶，它不仅巧
妙地避开了人工驾驶集卡和障碍物，
还能配合远控桥吊、自动化轨道吊协
同作业。

“当前甬舟公司 41 台无人集卡已
具备在港区与传统集卡深度混行作业
能力，平均每小时作业效率近 3 个循
环。”舟山甬舟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即使在全天候条件下各
类集卡混行且无交通信号灯指挥的繁
忙作业场景中，无人集卡也能安全流畅
地进行全流程自动化作业。

9 日上午，大浦口集装箱码头自动
驾驶试验区在宁波舟山港金塘港区揭
牌。根据《大浦口集装箱码头自动驾驶
试验区建设方案》，大浦口集装箱码头
自动驾驶试验区建设融合了人工智能、
物联网和大数据等先进技术，采用基于
混行交通状态下的自动驾驶模式，实现
港区交通运输和集装箱作业的无人化
与智能化。

据悉，预计到2025年底，大浦口集
装箱码头将全面实现高水平的自动化
运营，实践智能网联车远程辅助的“无
人”自动驾驶模式，建成全球首个开放
式“智慧港口大脑+远控自动化设备+

智能网联车与人工集卡混行场景”港区
自动驾驶试验区。

智慧港口“舟山方案”再上新

在大浦口码头看无人集卡丝滑作业

本报诸暨1月10日电（记者 干婧
朱银燕 通讯员 杨迪） 10 日，在第四
个中国人民警察节之际，“全国公安派
出所所长训练基地”揭牌仪式在绍兴枫
桥学院举行。

该基地主要承担公安部和地方公
安机关组织的派出所所长革命传统和
党性教育、学习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基
层社会治安治理、创新发展新时代派出
所工作等培训任务。

当天，第三批全国“枫桥式公安
派出所”所长研讨活动举行，100 位
第三批全国“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所
长齐聚“枫桥经验”发源地，共享“创
枫”的心路历程，共商推进派出所“主
防”良策，共谋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务
实之举。本次研讨活动由诸暨市公
安局枫桥派出所发起倡议，绍兴市公
安局、诸暨市公安局、绍兴枫桥学院
联合主办。

全国公安派出所所长训练基地在绍兴枫桥学院揭牌

你有没有发现，身边的公交车正变
得越来越小？

据杭州公交集团统计，从 2021 年
大规模“上新”中小型车辆起，杭州累计
已有 2629 辆 10 米以下（车身长）公交
车正在运营中，其中 8 米及以下车型占
了71.43%。

其实，公交“瘦身”早已不是新闻。
放眼全国，北上广深等一线、新一线城
市都在尝试让公交车“大变小”——

北京正计划在宽度6米以上的胡同
引入“常规小型公交+需求响应微型公
交”的复合型公交体系；2023年6月，广
州首批纯电动小公交亮相，全长6.54米，
专为城中村设计；深圳出现“宝宝巴士”，
全车仅有10个座位，只为便利市民从地
铁到社区出行的“一百米”需求⋯⋯

头部城市的公交纷纷驶上“瘦身”
新赛道，而三四线城市的公交则面临

“断供”的尴尬境地——
去年 3 月，河南商丘宣布暂停运营

商丘市市区公交线路；去年 7 月，河北
保定多条公交线路停运；去年 9 月，湖
南衡山县和双峰县公交公司分别宣布
全城公交停运⋯⋯

毋庸置疑，客流量锐减、车辆空驶
率高，是各地在公交运营中面临的主要
问题。那么，“大车换小车”是主动求变
还是被迫之举，是追求效率还是成本控
制？公交“瘦身”背后的城市发展逻辑，
又是怎样的？

头部城市的公交，为
何都选择“瘦身”

公交“瘦身”，为何成为全国一线、
新一线城市的共同选择？

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
分院副总工程师蔡润林看来，对于头部
城市的公交来说，“活下去”并不是问
题，换一种“更精准的活法”才重要，“尝
试给公交大改小，并非是客流下降的无
奈应对，而是适应城市交通体系快速变
化的应变之举。”

公交车型的改变，根子在于大众出
行习惯的变化。杭州就是一个典型的
样本：

十年间，杭州地铁建设快速推进，
运营里程已累计至 516 公里，跃升至全
国第六位，大大分担了城市出行压力，

也分流了公交的固有客流量。与此同
时，杭州现有常住人口超 1200 万人，汽
车保有量超 400 万辆，相当于每 3 个人
之中就拥有 1 辆私家车。而网约车、共
享单车、电动自行车等出行方式，也在
杭州每日约 2300 万出行人次中，分走
了不小的比例。

“多元化的出行方式，让市民在传
统公交出行之外，也有诸多方案替代。
所以公交的客流竞争压力才会凸显，这
倒逼着公交公司必须要转型。”杭州市
综合交通运输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海卫
解释说。

公交变小了，会让城
市治堵更有效吗

从2021年开始，杭州就大批量更迭
不同尺寸的车型，以更好满足线路优化
的需要。有人不解：车子变小了，载客量
就会下降，出行需求不是更兜不住了吗？

数据“白描”了真实情况：车次更灵
活，车速更快，服务更精准，缓解城市拥
堵的效能反而更高了。据高德交通发
布的拥堵延时指数，杭州市已从 2014
年一季度的全国首位，下降至 2023 年
第三季度的第45位。

可举一例。2023 年国庆、中秋双
节恰逢杭州亚运会，此时的杭州，光是
各景区景点（含乡村旅游），就需要解决

1300 万人次游客的出行需求。面对高
流量，杭州用“小公交”应对。

“为解决灵隐景区拥堵问题，我们
在东岳、西溪路 608 号设置了两个公交
转驳点，专门用 8 米、10 米公交车接送
游客进灵隐。”杭州公交集团运营总负
责人陈施承说，这场“实验”很成功，虽
然是小型车，但车辆频次更密，加上专
用道的保障，7 分钟即可从转驳点到达
灵隐，十一假期期间，接驳公交单日载
客量最高达 4.1 万人次，相当于减少了
1.5万辆网约车、出租车进入景区。

转型想成功，就需要精准匹配更多
需求。

十年间，杭州市区面积从 3036 平
方公里扩大至 8289 平方公里，但快速
成网的地铁线路覆盖到了周边的富阳
区、临安区。吴海卫认为，像杭州这样
轨道交通线网铺得足够开的城市，市民
对于公交的需求不再是 20 公里的长
线，而是10公里以内的中短线。

基于这一痛点，杭州已陆续推出具
备地铁接驳、城市穿梭等功能的“小蓝
巴”、社区微公交、云公交等小型公交
车，解决单元内部市民出行便捷度低的
问题。“目前，我们已在杭州全市 20 个
片区开展单元化治理。”陈施承说。

蔡润林分析说：“灵活调度是公交的
最大优势，只要车型调度合理，公交运行
的效率越高，疏堵的效果就会更好。”

公交求新求变，只能
靠“瘦下来”吗

答案，肯定不是唯一的。
2023 年 10 月，交通运输部等 9 部

门和单位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城市公共
交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其
中涵盖了几个关键建议，比如“通过大
数据应用提升城市公共汽电车运营效
率”“支持发展‘公交+旅游’服务模式”。

换句话说，“大车变小车”不是唯一
解。利用大数据手段，也能提高公交效率。

纽约拥有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公共地
下铁路系统之一，但它的地面公交仍然
具有生命力。解决方式，就是利用大数
据工具，筛选出28个地铁不便利但具有
高频需求的走廊，将常规公交线路升级
为简易、高效的快速公交，用较少的时间
和投资，大幅完善全市快速公交网络。

作为数字之城，杭州也已在尝试。
不久前，在第五届浙江国际智慧交通产
业博览会上，杭州正式发布杭州交通治
理在线平台。杭州主城区任意一地的
交通相关数据都能通过平台实时显示，
如出行人数、出行方式、目的地热值
等。“有了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精准研判
出地面公交的载客情况，对于单车载客
量高的线路进行实时优化调度，适配乘
客的出行习惯。”吴海卫说。

“公交+文旅IP”，亦是转型方向。
2023 年 8 月 18 日，杭州动物园新

一任熊猫馆主“春生”和“香果”正式对
外亮相，杭州公交也顺势推出了12米长
的“熊猫巴士”。据统计，“熊猫巴士”推
出后，每日都有约280名乘客乘车打卡。

这样的城市定制主题巴士，在杭州
并不鲜见。光浪漫巴士就有 WE1314
路、520 路双层巴士和 K155 路车。其
中双层巴士 520 路公交，在每年 5 月 20
日当天，都会成为杭州情侣打卡圣地。

公共交通谋发展，关键在于扭转
“增量规划”的惯性思维。“抓住市场稳
定的高频出行需求精准服务，这才是公
交行业走向健康发展的未来商业模
式。”在蔡润林看来，即便是在人口下
降、城市能级出现分化、出行需求走向
多元的复杂背景下，公交依然不可或
缺，“在瘦身强体后变得‘小而精’的公
交，可以给人们带来更多的获得感。”

全国一线城市纷纷尝试让公交车“大变小”——

公交“瘦身”背后的城市发展逻辑
本报记者 应 陶 张 彧 通讯员 李 清 谢 鑫

杭州探索公交单元化治理模式，推出丁桥“小蓝巴”。 杭州公交集团供图杭州探索公交单元化治理模式，推出丁桥“小蓝巴”。 杭州公交集团供图

本报讯 （记者 邬敏 县委报道组 陈雅雯 通讯员 叶益鹏）
1 月 10 日，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新和县依其艾日克
镇加依村格外热闹，迎着都塔尔、弹布尔等轻快乐声，新和县
文工团演员亚力昆·牙生和果农、乐器工匠们踏着鼓点，挥
舞双臂，跳起了传统歌舞赛乃姆，欢乐撒满了这个天山脚下的
小村。

距离新疆新和 4500 多公里外的浙江云和，灯笼高挂，二胡
轻拉、鼓板响起，村民们放下锄头，穿上戏服，唱起了包山花鼓
戏，跳起了传统畲舞，演起了越剧《梁祝》。珠联璧“和”未来可
期——我的“村晚”我的年，这台跨省联动的“云上村晚”，唱响了

“最炫民族风”。
这台“云上村晚”，让两地村民欢欣鼓舞。村晚从场地

布置、舞台设计到节目排演，基本都是村民参与。依其艾
日克镇托克切克村村民阿卜都外力·阿卜都热依木和村里
的孩子们一块登台，变成村晚“明星”，在胡杨树下跳起了
新 疆 舞 。“ 我 们 从 一 个 多 月 前 就 开 始 准 备 了 ，我 们 跳 的 新
和赛乃姆是新疆的传统歌舞，结合了龟兹文化，每逢喜庆
佳节，我们维吾尔族人民都会跳。这次能和云和的朋友们
一起载歌载舞，感觉特别开心。”阿卜都外力·阿卜都热依
木笑着说。

“加依村是新疆民间手工乐器制作第一村，手工乐器是当地
的特色，参与表演的主要是维吾尔族群众，其中，既有制作乐器
的工匠、果农、村民，也有文工团。”新和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宏
杰介绍，这次浙江云和、新疆新和两地相约云端，通过融媒直播
连线的方式，让维吾尔族歌舞风情和浙西南山歌民俗互动，实现
东西部大联动。

“今年的村晚活动，我们同新和融媒体中心联动直播，策
划、编导、拍摄等多部门联动发力，提前 1 个多月编排了 13 个
节目，既有传统的戏曲表演，也有精心策划的小品、合唱和歌
伴舞，还增加了抽奖互动环节。”云和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

丽新两地，互动频频。2023 年，新一届丽水市援疆指挥
部进驻新和以来，大力实施智力援疆、产业援疆、文化润疆
等工程，发挥当地的产业和区位优势，招项目、引人才、促
产业。两地开启指挥部全员招商模式，先后举办处州十县
好新和——丽水招商引资和文旅推介大会、新和县高质量
发展论坛、阿克苏地区全国各地产业对接活动，实现意向签
约人工钻石饰品产业园等重点项目 8 个，意向投资金额 33.7
亿元。

优势资源，精准导入特色产业。云和选派了 11 名云和师傅组成援疆技术团，
助力万亩亿元食用菌项目，带领阿克苏市 7 县 4256 户低收入农户发展种植 1129
万袋黑木耳，年产量达340吨，实现年经济效益2275万元。

截至目前，新一届丽水市援疆指挥部已高标准谋划打造西北乐乡、新和水资源
综合利用、喀拉墩村乡村振兴示范村等18个具有丽水辨识度的援疆项目，32个援
疆项目已基本完工，累计完成投资1.23亿元。同时，创新实施新和农特产品“乡村
定制”模式，助力“疆果东送”总价值超亿元。

丽新两地云端同框闹

﹃
村晚

﹄

新疆歌舞遇上浙西南山歌

1月10日是第四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当天，在杭州武林广场举办的警营开放活动现场，众多市民体验警用装备，参与警民互动，向守护平
安的卫士们致敬。图为市民与排爆机器人互动。 本报记者 董旭明 摄我们来追星

本报讯 （记者 谭晓锋 通讯员
姜燕杰） 前些日子，同济大学浙江学
院 土 木 工 程 系 学 生 李 宇 琦 在“ 嘉 里
人”校园就业服务站发布求职意向信
息，不久之后就被精准匹配到嘉兴经
开区经投集团市政部工程管理专员
岗位实习。

为破解大学生在求职就业中的
“急难愁盼”，促进高校毕业生充分高
质量就业，嘉兴经开区创设“嘉里人”
校园就业服务站，试点“嘉里人”数字
化建设。通过入学时信息采集，在校
期精准匹配，毕业前实操演练，实现高
校毕业生信息与企业岗位精准匹配，
无感智推，打通校园就业服务的最后
一公里。

据介绍，该平台依托“就在经开”微
信小程序中的“嘉里人”就业服务站按
钮，建设学生服务数据库，分析学生就
业、创业、升学等倾向，智能生成电子

“嘉人卡”，包括学生的基础信息、服务
倾向需求、职业生涯规划、岗位（实习、
见习）无感智能匹配、“猜你喜欢”信息

推送栏等内容，实现一人一卡，每学年
更新大数据及开展服务满意度回访，有
针对性推送匹配政策咨询、求职创业、
招聘宣传等服务。目前，信息采集服务
学生达1.1万人。

同 时 ，平 台 根 据 学 生 的 不 同 需
求，提供菜单式服务。如为打算创业
的学生提供创业大赛、创业培训、在
校创业等服务；为打算就业的学生提
供名企探访、企业宣讲会、学长学姐
说等服务；为打算继续升学的学生提
供 考 研 经 验 交 流、留 学 生 故 事 等 服
务。学生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
择寒暑假实习兼职、志愿者服务、专
业实践化体验。

平 台 还 可 以 根 据 最 新 的 电 子
“嘉人卡”信息，为想就业的学生推
送 招 聘 会 信 息 ，为 想 创 业 的 学 生 提
供 项 目 申 报 辅 导、创 业 补 贴 创 业 贷
款、企 业 开 办 全 链 条 服 务 。 如 果 学
生 考 研 结 束 后 想 找 工 作 ，可 以 及 时
更新“嘉人卡”的状态，即时享受对
应的就业服务。

高校毕业生工作岗位无感智能匹配

手握“嘉人卡”，大学生就业少发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