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于浩 校对：王培娟 美编：马丽

星期六 本期共四版

2014/03/08

主管：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

主办：《中国企业报》股份有限公司

E-mail：gyguo@126.com

川渝经济

惠民社区巴士 提升城市幸福感

刚退休的林勇在新二环 k1公交车上与

记者交谈：“在成都生活很幸福。 30多年我

都是坐公交上班，探亲访友，公交车从简陋

到今天的舒适快速我都经历了，公交的变化

让我们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感受到了党和政

府的细致关怀。”他告诉记者一个小秘密，他

每天都要在新二环坐上一次，享受这种舒适

和乐趣。

新二环快速公交的运行开通，象征着成

都公交驶入了一个新时代。在发展公交上，政

府的决策与企业运行管理， 自始至终把“百

姓”放在首位进行考量。而“公交优先，就是百

姓优先；发展公交，就是发展民生”这一思路

的内在逻辑也表明了， 服务民生、 建宜居城

市、发展绿色经济的一系列责任，相当程度上

就落在了成都公交的肩上。

2014年 1月 2日， 新年的第一个工作

日。 成都市委副书记、市长葛红林来到成都

公交集团现场办公， 主持召开现场办公会，

逐一落实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这不是市长第

一次来公交现场办公，但公交成为市长新一

年开始的案头工作，让这次走访显得格外有

意义。

本报记者 龚友国

本报记者 高建生

本刊主编：龚友国

成都经过近二十年的高速发

展， 2000 年以前形成的城区交通干

道， 每平方公里 9000 人的人口密

度，成都的汽车保有量仅次于北京，

使成都在极其狭小的城市容量内，

承载了一个区域特大中心城市的人

口规模和交通流量。 交通拥堵，上下

班时间的拥挤乘车环境给了一些歹

人可乘之机， 犯罪行为时有发生

……上下班拥堵是市民反映集中的

突出问题。

“扎扎实实解决几个民生难题，

努力把成都建成一座‘宜人’ 的城

市。 ”市委书记黄新初在成都市干部

大会上掷地有声的话语表明了市委

市政府的决心。

要建设“宜人”城市，关键是要

宜居， 宜居城市首先是公共交通网

络发达，生活舒适便捷。 要以非常有

限的道路资源来满足人民群众的出

行便捷舒适， 以公交优先来解决成

都———这一特大中心城市的交通难

题也考量着政府的智慧。

规划先行， 路权优先， 线网优

化，票制创新，优质服务，经过周密

的调研、精确的测算，成都公交提出

了科学而又清晰的发展思路， 其中

每一个实施环节都以老百姓为中心

进行定位。

2012 年 3 月， 以快速公交为导

向的“双快”工程开工建设，为了尽

量减少对沿线 10 万多居民生活出

行的影响，在政府的支持下，成都公

交集团自 2012 年 10 月 10 日起在市

区内开通了免费乘坐的 44 条公交

线路， 日载客量达到 22 万人次，这

一举措，获得市民的由衷赞誉。

公交站台并没有因为免费，就发

生乘公交混乱，车辆跟不上的现象。

一方面是成都老百姓的素质提高

了， 另一方面是公交公司的运筹帷

幄。 33 个督查小组近 500 名公交公

司管理人员， 起早贪黑随时动态监

测近 200 个站点的线路客流、 车辆

运行情况， 调度中心通过 GPS 调度

和车载视频实时将线路信息反馈给

线路调度员，调整发车频率，确保线

路正常均衡运行。

2013 年 5 月 31 日，在市民热切

期待中，新二环高架路竣工。 成都首

条大容量快速公交（BRT）K1、K2 线

路开通。 K1 沿内侧环线顺时针方向

行驶，K2 沿外侧环线逆时针方向行

驶，高峰一分钟左右一班，没有红绿

灯，全程专用车道。

“在快速公交开通前后 2 个多

月，我们很多员工放弃休息，管理部

门都到一线现场办公，展开工作。 ”

公交集团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18

米的车辆，160 人的容量， 安全太重

要了。 快速公交的建设管理运行，对

我们公司是个新生事物， 对公司团

队的管理水平是一个挑战。 前后的

调研学习，无数次的开会分析，发车

频率测算，模拟演练，站台与其他公

共交通方式的驳接如何更方便市

民，安全应急预案等，所有能考虑到

的细节必须要考虑， 没有考虑到的

也必须去考虑，不能马虎，过程很痛

苦，却很享受。

快速公交顺利投入使用得到了

市民发自内心的欢迎。“现在坐快速

公交车速度快， 而且服务好， 很舒

服，不仅节省了汽油费，而且不用担

心开车违章罚款扣分了！” 李华高兴

地说。 她家住城东，在城西一所高校

工作，以前自己开车上班，正常情况

下需要 50 分钟左右， 如果遇上堵

车，则耗的时间更长。 自从她选择乘

快速公交上班后，8 站路耗时 18—

20 分钟， 加上两头有一段路需要步

行，总耗时最多也就 40 分钟。 运行

时间准确， 乘客自己也能计算好出

行的时间，绝对不会迟到。 上下班来

回都用公交卡，只需 2 元钱交通费。

在记者随机采访市民中获知，二

环高架快速公交建成开通以来，像李

华这样不再开私家车上班，改为乘坐

公交车的成都市民不在少数。

“二环高架快速公交早就应该建

了”，40 岁的市民朱成孝说：“现在出

去至少节约了一半的时间， 坐在车

上不但速度快，而且风景好”。

据二环高架快速公交车队周队

长向《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虽然

对外公布 K1、K2 的运行时间是 6：

00—23：00，但实际上他们每天早上

5：30 就开始发车了。 全长 30.5 公里

的二环 BRT 高架路，目前有 176 辆

18 米长的大容量公交车在运行，高

峰时段每隔 1.5 分钟就发一班。而这

种大容量公交车价格也不菲， 每辆

售价 130 多万元， 左右两侧五扇大

门， 自然是十分舒适。 运行时速 28

公里，非常方便快捷，加之上桥还有

自动扶梯，所以市民很乐于乘坐。

二环路的竣工与成都首条快速

公交的诞生，无疑让 2013 年参加《财

富》论坛与华商大会的各界精英，感

受到了成都市的蓬勃朝气； 而运作

半年之后， 市民对快速公交从享受

已经到了依赖的程度。

据记者了解，目前成都快速公交

的运送速度和客运能力， 已达到国

家行业标准一级水平———每天的载

客量为 26 万人次，是原二环路环线

公交载客量的 2.5 倍；运营速度达每

小时 28 公里，是常规公交运行速度

的两倍以上；高峰时段最快 30 秒钟

发一班车， 高峰小时最大断面客流

达 3.6 万人次，而常规公交中客流最

大的线路 56 路也只达到 8000 人次。

目前，相关部门的新规划———往

成都市城北青白江方向规划一个新

的快速公交的通道和一个高架桥的

项目———已经提上日程。“近两三

年，要完善成都市‘三环 16 射’的快

速路网体系，共有 300 余公里，目前

已完成 200 公里左右。 ”成都市建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 快速路网这个城

市主动脉系统全部完成后， 才能实

现“1+1>2”的效益。

2014 年 1 月 10 日， 市长葛红林在成都市第十六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多中

心、组团式、网络化”的市域城镇空间结构，统筹市域交通组

织，推动圈层融合发展。

所谓“圈层融合”，即主城区与周边区市县的融合发展；而

“融合”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公交一体化。

3 月 1 日，一个周六的上午，几个在郫县富士康上班的年

轻人告诉记者，周末到市区玩，转一次车就能到想去的地方，

刷卡坐公交车，才让他们感到是在成都上班，和这个城市在一

起。

郫县是成都二圈层中率先与主城区实现公交融合的。 融

合主要分为几个环节：整合当地公交企业，实现公交国有化经

营；取消原有的梯形票价制，实行新的价格体系；引进 GPS 智

能管理系统，完成郫县公交信息化改造，通过天府通卡和成都

市区的公交卡实现互通刷卡； 建设完成占地 38.24 亩的公交

配套场站，配置 10 条公交线路从快铁、地铁站始发，实现了公

交与“双铁”的同站换乘；郫县和中心城区老年卡实现互通。

2013 年初，郫县完成了公交城乡一体化整合工作，开始

全面施行票制惠民政策，真正步入了公交“平价时代”———单

程票价比过去下降了 65%，降幅最高的达 75%。

王林生家在成都老城区内， 每周都要去郫县看望住在养

老院的一位亲戚。 他家离养老院约 25 公里，以前自己开车，路

上堵车让愉悦的心情变得十分烦躁，而且耗时又耗油。现在从

家门口乘坐公交车直接就到了，空调车刷卡只需 1.8 元，时间

也不比自己开车多多少。 他笑着对记者说：“真的是太方便

了！ ”

据介绍，目前已有 26 条公交线路往返于成都中心城区与

郫县之间，郫县有 4 条主干道与中心城区对接，今后将以干

线道路为骨架， 以公交中心站和铁路配套站为枢纽形成公

交线网，让村镇、产业化集群、学校、乡村旅游点等点位都通

公交。

2014 年， 成都公交集团将继续推动二圈层和中心城区的

公交融通， 力争年内完成二圈层所有区县城乡公交一体化整

合工作。 温江区和龙泉驿区已完成城乡公交一体化整合经营

主体建立。 其中，温江区对区内线路、龙泉驿区对进入中心城

区公交线路进行票制改革，建立了空调车 2 元、普通车 1 元的

票价体系。 ����（下转第三十五版）

成都“民生公交”承载民生幸福

张艳平 本报记者 于浩

2012 年 2 月 1 日，在有效扩大公

交覆盖面研讨会上， 四川省委常委、

成都市市委书记黄新初提出：优先一

定要体现公交的方便性，让群众能就

近、就便乘坐；一定要体现公交的快

捷性，让群众能按时到达目的地；一定

要体现公交的经济性， 让群众能享受

到惠民成果； 一定要体现公交的优质

性，让群众出行能更加舒适。

方便、快捷、舒适、惠民的民生公

交， 其实质就是让老百姓能体面有尊

严地乘坐公交车，无论是普通市民、上

学的、打工的、城市白领或来这个城市

旅游的游客， 都能领略到城市公交的

舒适便捷， 在细节中感受到在这个城

市有一种被重视、被关怀的幸福。

已经在中医学院上班的黄鹂告

诉记者，她家在武汉，去年大学毕业

时曾经为回家与否纠结了好久。 6 月，

闷热的一个下午上了 27 路公交车，

坐在凉爽的车厢里， 还能 4G 上网和

朋友交换图片聊天， 愉悦而开心，下

车时司机冒出的一句四川话提醒乘

客注意带好东西的声音，让她突然间

明白，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活已经和这

个城市融为一体。

在智能手机成为越来越多年轻

人的选择时，2013 年 5 月 18 日，成都

公交集团顺势而为， 与成都移动合作推出了“4G 公交专线”

———沿一环路绕行的 27 路、34 路公交车安装了 4G 转

WLAN 设备， 所有乘坐这两路公交车的乘客都可以通过手

机、PC、平板等设备免费体验 4G 网络。已从最初投入的 40 辆

4G 公交专线，增加到 200 台 4G 公交车，实现了 27 路、34 路

公交车网络全覆盖，未来还将逐步扩大到其他公交路线。

不断发现、满足成都市民的多元化需求，成都公交“创新

惠民”紧贴老百姓需求。

由于历史上的规划滞后，成都的许多社区、街道狭窄，无

法开行公交线路。 成都公交集团经过调研后，在 2013 年国庆

前夕，在主城区开通了 60 条社区巴士线路，小巧别致的社区

巴士穿梭在各个居民小区， 让更多市民可以就近搭乘公交出

行。 据了解，目前社区巴士线路总长度达 260 公里，配车 300

余台，日均客流量已突破 9 万人次。

记者来到清水河片区的 1059 路社区巴士，遇见很多老年

人拎着从附近超市买回的东西坐车回家。 65 岁的大妈黄淑惠

告诉记者，“走出小区大门就可以坐社区巴士好安逸哦！ 出行

很方便，解决了我孙子的上学问题。 ”

2013 年 8 月， 成都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对社区巴士实施

情况和社会公众满意度进行了调查， 在 1100 名受访乘客中，

九成乘客认为社区巴士线路规划合理，服务好。

这样的惠民措施还在不断增加。 记者从成都公交集团获

悉， 未来社区巴士覆盖的面积还要扩大，2014 年计划新开行

社区巴士线路 40 条，按照市民需求，对满足社区免费巴士开

行基本条件的中心城区区域实现全覆盖，构建起“快、干、支、

微”完善的公交线网体系。

更深层次的创新服务， 公交舒适的个性化服务———定制

公交也在成都公交悄然试运行。 2 月 11 日，在电子科技大学

沙河校区等待上车的几位学生告诉记者， 现在乘坐 396 路定

制公交到新小区，安全舒适，直达快捷，和以前挤公交相比简

直是天壤之别。

定制车只识别电子科技大学的一卡通， 学生乘坐刷卡扣

减 2 元，有座位。据公交集团新城市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396

路是专门为电子科大师生量身定做的一条公交线路， 在电子

科大清水河校区和沙河校区之间往返， 服务两个校区之间的

需求。

根据成都公交集团的计划，今年年内，还将开行 15 条定

制公交线路。

民心快速公交 缓解成都交通难题

公交一体化的同步发展

2012年 10月 10日免费公交开行了

快速公交乘务人员服务市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