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堵的原因是什么？
出行需求大，道路资源紧缺

交通是保障城市正常运转
的“血脉”，也是提升城市综合竞
争力的关键。看得见的“堵”背
后，究竟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
科学认知城市交通，决定了如何
治堵。

“从城市性质来讲，成都已
然迈入超大城市行列，机动车数
量增长快、人口数量多、出行时
间和区域相对集中，市民弹性的
通行需求与固定的道路承载能
力之间存在矛盾，所以交通拥堵
时常发生。”西南交通大学交通
运输与物流学院教授霍娅敏认
为，交通拥堵，源于交通需求与
供给之间的矛盾。

记者了解到，根据成都市日
常交通态势监测，目前全市道路
交通运行态势主要呈现如下特
征：出行区域集中，出行总量较
大。截至目前，全市汽车保有量
已达 687万辆，成为全国汽车

“第一城”，全市日均汽车出行总
量约427万辆，“5+1”城区在道
路资源仅占16%的情况下，日均
出行量约为 248万辆，占全市
58%的汽车出行量。

出行时段集中，高峰拥堵常
态化。在“5+1”城区每天的高
峰时段(按2小时测算)，汽车出
行量高达80万辆，这相当于在
全天十二分之一的时段内，承担
了汽车日均出行总量的三分之
一。放射性主次干道、环状高快
速路等交通干道拥堵状况尤为
严重，部分交通转换节点及连接
路段已处于超负荷状态。

常态运行饱和，路网韧性不
足。在举办大型活动、降雨降雪
天气或是节假日临近时段，道
路通行能力明显下滑。比如，今
年9月29日，由于周日被调整为
工作日、未实行尾号限行措施，
加之降雨天气干扰，成都晚高
峰期道路拥堵指数较前一工作
日(周五)激增了59.55%。

近年来为系统解决交通拥堵
“城市病”，成都市各有关部门从
规划、建设、管理三方面入手，做
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但交通
出行需求与道路资源紧缺的矛盾
较为突出，空间资源供给不合理、
交通出行方式不平衡、管理治理
手段不精细等问题仍然存在。

挂图作战
年底18个项目撤围退围

按照“经济实用、可行性强、
快速显效”的原则，日前成都通过
持续监测日常交通状况并聚焦群
众反映集中的问题，初步梳理出
全市第一批次常发堵点清单。

这份清单将日常交通监控
数据与12345服务热线收集的
市民反馈作为信息采集的主渠
道，重点关注与市民生活息息相
关的学校、医院、居民区、交通枢
纽等易发堵点，最终梳理出堵点

治理任务63项。
作为城市主动脉，成龙路

（二环路至三环路）道路改造工
程的治堵工作位列其中。10月
底，该项目已完成2.6公里的撤
围工作，给市民让出6条宽敞明
亮的车道。11月11日，周一早
高峰时段，成龙路道路宽阔，车
辆行驶有序。据悉，该项目最后
100米施工道路将在12月底前
完成施工、撤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了解到，成龙大道（二环至三环）
位于成都市锦江区，起于二环
路，止点为三环路娇子立交，全
长约4.09公里，是成都中心城区
连接龙泉驿区、简阳市的一条重
要城市主干道，也是连接成都天
府国际机场、服务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的重要市政基础设
施，每天有许多上下班的市民经
过此处，但由于长期打围施工，
也给市民通勤、出行带来烦恼。

该项目执行经理罗世明介

绍，这条路段使用10多年来，已
出现路面不平整等情况。此次打
围改造主要以完善市政基础设
施、优化交通组织为主要目的，对
道路、桥涵、排水、智慧路灯、绿化
景观、交安等工程进行升级改
造。在施工过程中，他们通过缩
小打围面积和缩短打围时间来尽
量减少影响。他以该路段的最后
100米施工改造为例，此处原本
有6条主车道，均需要进行改造，
但一次性全部打围对交通影响很
大，于是在前期，他们会同交管部
门、城管部门以及属地街道等做
好交通组织设计，分3期进行打
围改造。“每期打围2条车行道，保
留剩下4条车道的通行能力，并
设置专门的非机动车道和人行
道，做到人车分流，以保障行人和
非机动车安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从成都市住建局获悉，为提升道
路通行效率，该局全面梳理成都
市内占道施工情况，全面加强占

道施工规范管理，科学设定占道
打围施工时间、范围等情况。成
都市“5+1”区域目前占道打围
的点位约353个，预计到今年年
底，将完成18个占用城市快速
路、主干路等对交通影响较大的
项目撤围退围。

优化公交站点治堵
大数据助力“微创”治堵

公交车站点过于集中，也是
引起道路拥堵的一个因素。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成都
公交集团获悉，成都公交围绕便
利市民出行、保障城市畅通，全
面排查研究全市“5+1”区域范
围内6000余个公交站点，找准
公交“堵点”，按照“一站一策”制
定优化方案，分阶段开展提升行
动。目前，已优化实施27个公
交站点“治堵”。

结合BOCC大数据分析，针
对离路口过近（主干道路口50
米以内）、经停线路数过多（站点
条数超过8条）、公交车辆左转
变道等问题点位，成都公交全面
分析站点拥堵“病灶”，目前已制
定70余份公交站点治堵初步方
案。成都公交将公交“拥堵”问
题分为站点问题、线网问题以及
秩序问题三大板块，通过采取站
点迁移、站点分设、优化线网、加
快建设巴士换乘站和港湾式站
点等方式实施“微创”治堵，在方
便乘客乘车的前提下，又有效缓
解公交线路集中停靠导致的拥
堵现象。

交通堵点的治理，是城市智
慧治理的一个“切口”。治理过
程，考验的是城市是否能下“绣
花功夫”、采用“微创手术”，进
行精细化管理的水平。科学合
理做好规划设计，不断优化城
市空间布局，科学评估和优化
交通干道环、射线功能划分设
计，系统施策促进职住平衡，则
是现象背后的深度治理思维。
每一位市民，都是城市交通的
参与者与“评分员”。“丝滑”的
交通体验，也将是城市民生体
验的“试金石”。

08 2024年11月12日 星期二 责编杨弘农 版式梁燕 总检张浩 四川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Chengdu
Development

成都开门治堵效果如何？

交通管理“小切口”让市民出行更“丝滑”

2000多万人口，
汽车保有量已达687
万辆，成都人多车也
多。道路拥堵是目
前市民较为关切的
问题。出行总量大、
出行时段集中，高峰
拥堵常态化，是现实
也是“痛点”。这个

“城市病”牵制着千
家万户，也让各行各
业都有所感知。

两周前，成都开
门治堵，第一批63个
点位正式提上日程，
武侯区华西医院片
区、高新区剑南大道
锦城大道路口等热
门点位均在其中。
在更早之前，成都市
委市政府已将交通
治堵工作作为民生
实事的重要内容，明
确了“科学治堵、高
效治堵、开门治堵”
的工作思路，成立常
态 化 治 堵 工 作 专
班。通过交通管理
的“小切口”，不少市
民感受到了变化，出
行更“丝滑”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赖芳杰

武侯大道顺江段，“车位串联”的新型调头交通组织模式减少调
头的等候时间。 图据成都交警

成龙路围挡拆除后的路面。图据成都发布

升级后的成都西站巴士换乘站。成都公交集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