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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强调：要
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
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强化尊重
自然、绿色低碳理念，引导培育绿
色生活方式。要增强城市的宜居
性和舒适度，这对于拥有1600万
城市人口，小型汽车保有量居全国
第二的特大型城市——成都来讲，
无疑将面临艰巨的困难与极大的
挑战。

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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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出行的便捷舒适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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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解决城市及产业发展与城
市拥堵、大气环境污染之间的矛
盾，成都把城市公共交通放在了首
位，投入大量的资金和工夫，大力
发展公共交通，引导百姓更多选择
公共交通出行。

2月26日一大早，记者乘坐地
铁7号线前往成都火车南站。从E
出口出站，站口旁便是G90路公交
车站，一辆簇新的大巴正停在站上
开门迎客。站牌显示这条线路是
从火车南站枢纽站开往天府五街
站，途经天府软件园等十来个站
点，乘客基本上都是在这些写字楼
和软件园上班的年轻人。

在软件园上班的邹先生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者，他家在西边，
以前开车上下班，来回50多公里，
路上经常堵车，单程得 1 个多小
时，汽油费也不菲。现在他早上骑
共享单车到地铁7号线站口，然后
坐地铁到火车南站，再换乘G90路
公交车到软件园，耗时不超过40
分钟，耗资 4 元多一点，“省时省
钱，心情愉快！”邹先生笑着说。

市民愉快出行的背后是政府
的精准支持与公交集团的科学决
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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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公交拿
出了科学而又清晰的规划，其中每
一个实施环节都以老百姓为中心
进行定位。

成都市公共交通集团旗下星
辰公司301车队队长陈永告诉记
者：G90路（Ｇ为高峰快线的简称）
是专为地铁7号线接驳而新开的，
服务对象就是园区的年轻人，只在
上下班高峰时段运行，在线路规划
设计上，也是在上班族们集中的街
道上设点停靠。

近年来随着成都市多条地铁
的陆续开通，成都公交集团发挥地
面公交灵活便捷、可到达性高的优
势，重置公交线网。仅在2017年，
就新开线路89条（其中新开高峰
快线 11 条，新开地铁接驳线 20

条），优化调整公交线路 97 条
（次），使每个地铁站口至少有3条
线路公交车对接。

2018年，还将结合轨道交通开
通新线，继续对中心城区“5+1”区
域进行线网重置，增强地下轨道与
地面公交的融合度，创新公交与轨
道二网融合，实现公交与地铁高效
接驳完善。

舒适方便的不仅仅是乘坐地
铁的市民，二环路高架桥上对开的
快速公交（BRT）Ｋ1、Ｋ2 线，自
2013年开行以来一直受到百姓青
睐，已成为成都公交一道靓丽的城
市风景线。

“我更喜欢坐快速公交，和地
铁一样准时准点，很舒服，还可以
欣赏窗外的城市天际线。”刘蕾
说。她家住城东，在西南财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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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时更长，选择乘快速公交上
班后，只需2元钱交通费，节省了
汽油费，还不用担心开车因违章被
罚款扣分。

记者随机采访市民获知，自二
环高架快速公交开通以来，像刘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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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
私家车已经成为市民周末和家人
外出度假的休闲车了。

“公交变化太大了。”60岁市民

成都公交：百姓满意的民生公交

为了市民乘坐舒适，成都
公交集团应用大数据平台，根
据客流高峰、平峰规律科学调
配公交运力，确保高峰车厢拥
挤度控制在7人/平方米以下；
下属五家全资营运子公司双语
报站达到100%，车厢服务合格
率达到98.82%，车辆整洁合格
率达到99.64%，乘客满意度得
分达到91.05分；全面提升驾驶
员星级服务水平，使上岗星级
驾驶员比例达到95%以上。

由于历史规划滞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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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市民“最后一
公里”的出行困难，从2013年年
底在主城区开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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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水河片
区的1059路社区巴士，记者遇
见很多老年人拎着刚买回的蔬
菜上车。70岁的大妈黄淑惠与
记者聊道：“走出小区大门就可
以坐社区巴士好安逸哦！司机
好有耐心，还主动帮助提东西上
车，应该好好宣传一下。”

据成都市社情民意调查中
心对社区巴士实施情况和社会
公众满意度进行的调查结果
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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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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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的成都公交在不断
的变化，感受到变化的还有公
交驾驶员。开公交车9年的方
太国师傅十分感慨：“最初我们
开的是柴油车，一发动就冒黑
烟。后来改为天然气，但发动
机引擎在驾驶台，又没有空调，
夏天就是一身的汗，小腿上长
满痱子。现在都是清洁能源的
空调车，车厢宽敞整洁，冬暖夏
凉。过去人多车少，高峰时段
乘客拼命往上挤；现在车多了，
乘客知道很快还有车来，不用
挤了。”

安全与优质服务在成都公
交是硬指标。方师傅告诉记
者，集团常态化对驾驶员进行
职业与安全培训，实行星级驾
驶员的动态管理，每年对四星、
五星级驾驶员还有专项培训和
考核。他说，只要一项违章，或
者一个投诉，就要被降级降星
降薪，因为不断强化“乘客就是
上帝”的意识，现在司乘矛盾极
少，乘客满意度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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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的成都，温润而清新，春
意盎然。

早晨8点，家住城东南区域，在
城南金融中心的保险公司上班的李
小姐，走出火车南站地铁E口。她
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从小区乘
社区巴士到地铁口，再转地铁，再乘

公交到单位，公交与地铁的无缝对
接让她两次转乘都没有感到不便。
以前上下班，开车难，停车难，打车
更难，出行成本高不说，极端天气根
本叫不到车。现在乘公交车既准时
还贴心，出地铁口就上车，只需4.75
元就到单位了。

这只是成都公交以市民需求
为工作导向的一个缩影。在发展

公交上，政府的决策与公交企业运
行管理，自始至终把“百姓”放在首
位进行考量。老百姓有什么样的
需求，就提供什么样出行方式，这
一思路的内在逻辑也表明，增加公
共交通吸引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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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龚友国

更便捷：公交与地铁无缝对接

优质服务赢得乘客赞誉

社区巴士

更舒服：精细管理与大数据做保障

李刚说，“现在出去至少节约了
一半的时间，坐在车上不但速度
快，还可以看看城市风景。”据
快速公交车队罗队长介绍，二环
快速公交的单日载客量在29万
人次以上，最高达32.5万人次，
双休日也在18万—22万人次左
右。

一流的公交需要一流服务
来保证。39岁的方太国是快速
公交车队的一名驾驶员，是
2015年严格考核脱颖而出的首
批４名五星级驾驶员之一。说
起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方太国师
傅的自豪感溢于言表，他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者，要成为五星
级驾驶员，除了道德品质、专业
技术方面必须无懈可击之外，还
得懂简单的手语和英语，以便帮
助有需要的聋哑人和外国人。

据介绍，为加快推进 BRT
快速公交建设，金凤凰高架快速
公交开通的筹备工作，以及剑南
大道、日月大道等快速公交的建
设，都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到
2020年，全市将基本形成“环+
放射”BRT快速公交网络体系。
成都公交集团还将开行旅游专
线、夜间公交等特色公交线路，
以满足市民出行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