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过早饭，准点出门。在安徽

省合肥市蜀山区荷叶地街道金潜

广场工作的田晓亮，到达公司后，

径直将车停进了附近小区。原来，

去年 11 月，这个小区的车位共享开

放，田晓亮赶紧下单支付了租赁费

用。“上班终于不用抢车位，轻松了

不少。”田晓亮说。

去年 7 月，合肥市出台推进停

车资源高效利用的实施意见，整合

公共停车资源，破解停车难题。如

今 ，合 肥 正 探 索 多 种 错 时 停 车 模

式，让停车从“一位难求”到“井然

有序”，提高群众幸福感。

共享车位——

停车时间“错”开来

过去，对田晓亮来说，上班找

停车位可是一个不小的难题，经常

是开着车，绕着写字楼，转了一圈

又一圈。有时候实在找不到车位，

他只能把车停在一公里外的路边，

再骑共享单车回来。

车位抢不着，只能停得远。“既

麻 烦 ，更 担 心 剐 蹭 ，上 班 也 不 踏

实。”说到那时停车难，小田有些无

奈。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去年 11
月，公司隔壁的小区贴出了车位共

享信息。小田眼前一亮，赶紧打听

情况。

2018 年 ，这 个 小 区 经 过 改 造

后，车位重新进行了规划。居民白

天大多开车外出上班，有很多车位

会闲置下来。

“以前小区出入口没有道闸，

总有外来车辆‘闯’进来。容易堵

路 不 说 ，我 们 自 己 的 车 都 没 地 方

停。”小区居民自治小组组长林环

回忆。如今，经过改造，不仅车位

多了，小区还安装了道闸和人脸识

别系统。

停车是规范了，可修路灯、雇保

洁、绿化养护，样样都得花钱。“去

年，隔壁写字楼的一个工作人员来

询问，车位是否对外出租。这下子，

启发了我们。”林环说，大家当即决

定：错时停车，车位低价出租。“这样

既解决了附近上班族停车难的问

题，还能贴补小区运营费用。”

了解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田

晓亮立即下单，以每月 150 元的价

格租下车位。“写字楼的停车位，5
块钱一小时，一个月下来，比这贵

多了。”小田说，车位出租时间是从

早上 6 点半到晚上 6 点半，自己 9 点

上班，抵达小区时，小区业主早已

驾车离开，“空车位很多，一到就能

停。不仅省下了找车位的时间，还

不用因停在路边而担心。”

现在，写字楼内的不少上班族

已在该小区长租车位。车位共享

带来的收益，小区用在了加装摄像

头、安装防护铁丝网、建设非机动

车公用停车棚等支出上。

“不少地方资源错位，白天小

区空位多，夜里大厦车位闲。我们

正探索‘办公停车 +社区停车’模

式，错峰停车，共享车位，一定程度

上可以缓解商业区和住宅区的停

车压力。”合肥市城管局指挥考核

中心主任李大勇介绍，目前，全市

已试点错时共享停车场 20 多个，释

放了近 9000 个共享停车位。

开放车位——

存量车位“活”起来

对合肥市庐阳区大杨镇居民

张德隆来说，将车停进镇综合文化

站停车场，是个新体验。

“小区车位少，每回下班都得

绕 着 周 边 转 好 几 圈 。”张 德 隆 坦

言，前不久，得知文化站停车场晚

上对外开放，居民停车免费，找不

着 车 位 的 他 ，决 定 试 试 看 。 没 想

到 ，登 记 完 姓 名 、电 话 和 车 牌 号

后 ，张 德 隆 很 顺 利 地 就 将 车 停 了

进去。

“镇文化站停车场，晚上有近

八成车位闲置，我们就想着免费开

放 车 位 ，缓 解 周 围 居 民 的 停 车 压

力。”合肥市庐阳区大杨镇城管中

心副主任周登辉介绍，文化站停车

场对外开放的时间是晚上 6 点至早

上 7 点 ，不 会 影 响 白 天 工 作 人 员

上班。

如今，合肥已推动部分单位开

放停车场 74 处、泊位 28949 个。下

一步，将大力推动停车场资源向周

边居民共享，全面开展错时停车对

社会开放。

此外，智慧停车也是合肥近年

来一直努力推进的工作。

掏出手机，打开导航，输入目

的地，不等居民张帅细看，地图已

自动推荐了周边“最便捷”的停车

场。不仅停车场的车位总量和剩

余车位数量一目了然，连停车费都

已贴心备注。“有了智慧停车服务，

找 车 位 从‘ 凭 运 气 ’变 成 了‘ 靠 科

技’。”对经常逛商场的张帅来说，

十分实用。

2020 年 9 月 ，合 肥 市 城 管 局

与 高 德 地 图 合 作 ，推 出 了 一 键 智

慧停车服务。目前，全市已有 610
个 停 车 场 、18.9 万 个 停 车 泊 位 接

入 该 地 图 ，为 车 主 提 供 停 车 引 导

服务。

“信息不透明，容易造成车位

利用率低。很多时候，同一地段，

路边停得满满当当，停车场里却没

几辆车。”李大勇说，对此，合肥通

过“停车大数据云平台”、城市停车

诱导系统和停车场备案系统等，将

市区路内收费泊位和路外停车场

纳入其中，实现数据连接。“这样一

来，能为群众提供车位查询、路线

导航等服务，停车更简单，出行更

方便。”

接下来，合肥还将进一步完善

全市统一的停车移动端应用，建立

停车资源基础数据普查更新机制，

让存量车位“活”起来。

新建车位——

闲置资源“用”起来

早 上 7 点 ，穿 上 制 服 ，驾 驶 警

车，交警蜀山大队三中队中队长杨

鹏程开始了一天的巡逻工作。洞

三临时停车场旁，一公里的距离，

一个半小时内，他来来回回跑了八

九趟。

路边一共 200 多个车位，周边

却有 3 个小区，外加一个大型集贸

市场和二手车交易市场。“临时停

车的人很多，车位压根儿不够用。”

杨鹏程说，过去，经常出现双排停

车的情况，“路被堵得水泄不通，摩

擦碰撞更是常事。多的时候，我们

一天能对三四十辆违停车辆进行

拖移处置，开出 20 多张罚单。”

车位少，停车难，和杨鹏程一

样为这事发愁的，还有瞿其源。

作为合肥蜀山区井岗镇十里

店社区的党委副书记，他是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群众有需求，社区

有待建空地。瞿其源琢磨着盘活

闲置资源，建个临时停车场，缓解

大家的燃眉之急。

说干就干。建设方案逐级上

报，城管部门现场把关。从去年 7
月开始，清理垃圾、平整土地、安装

道闸。忙活了 2 个月后，洞三停车

场正式建成，对外开放。

如今，洞三停车场内，除了机

动车停车位外，还专门设置了一排

非机动车停车位。“停车场共有 260
个 车 位 ，周 边 居 民 可 以 按 照 每 月

150 元 的 标 准 办 理 月 租 。”瞿 其 源

说，前半个小时停车免费，对来这

儿采购的居民来说也是个“福利”，

能有效避免乱停车。

临时停车场建成后，杨鹏程开

出的罚单越来越少。“现在大家有

了地方停车，都很自觉。遇到实在

找不到车位违停的，我们也大多打

电话劝离。”在他看来，自己每天的

巡 逻 任 务 ，如 今 更 得 上 心 ，“ 眼 下

‘停车难’稍微有所缓解，我们得把

治理效果维护好。”

城市新建停车场，土地资源有

限。近年来，合肥正积极盘活闲置

地、边角空地，改造老旧停车场，拓

展停车空间。既可以缓解停车压

力，还能提高土地利用效率。2020
年以来，合肥共整合各类停车资源

304 处、泊位 93420 个。其中，利用

待建空地、边角空地新建临时停车

场 80 处、新增泊位 9787 个。

共享、开放、新建车位，合肥探索多种模式满足居民需求——

拓展新空间 停车更方便
本报记者 游 仪

核心阅读

为缓解停车难题，
安徽省合肥市进行了
不少探索：共享车位、
错峰停车，缓解商业区
和住宅区压力；推动部
分单位开放停车场，满
足周边居民需求；新建
车位、盘活资源，利用
闲置土地、边角空地，
拓展停车空间。

■办好民生实事④R

!"!#$ %& '"()*+,-./0123456789:;6<=
>?@A)4BCDEFGHIJK0CDEFGH3LMN0O4126
7PQ3RS:;T2UUCDFVW*XYZ[\)]7^_`ab
c)d+,eVfdghUOijk\4lmn@]opqrstu
vwxyz{FV|}T

!"#$%&'( )*+,-./0

CDEFGH~!0"#$%&?'%()*3+,)-.0/?0m
123)34W5%64V7T%& !#()CD !!"89:;<F=>?
@A)BC)CDDEFGHIJ""89<F=%%'I!!"89<F=)K
fLMNOd\5%!!"89PQBdRSuTUFBT*UVu7W
X)CDYNZF![\:]^#"""_8`T

NaFVbcdefgTCDEFGHhYij0Ykl2m3n
o)p{BA4B qrr%02st3uv%2wxy%2Bxy%zw{y
F%O|}xy~!)"#)$Y%$%jrjFV&'Q()*+7)
,gp{-.a/001O"#3)1234#5{67a#849):
F;%<=>EF)da/:?f@%AB%'CDT

iEFGHv)CDFVWIJ^_)km,X0FVKq3T*LM
gNOPQR\)CDEFGHOVLSd#JHTQRUVvWXYZ[
(F){67)\a]^)7_a/%HB"'_T *̀abcTd\)$Ye
{RSWfSghij>Akl)Nm7nfEykl12opT

123450 6789!:;9<

!"!#$ '& #H()CD J"qEFBrs70dt6uuFB3o
pTvwxCDEFGHM3py%,gpzuFB{j8|)}2~

!j"#)$o{2%iE&'()*+W,-K./u0tFBT
(!"!"$%1)CDEFGH2304|?53op67)ofCD

W8~9\5):;<=O|H!%#Ta/ZF~9)d#5fEW8>
?$=@9T2$kA)CDEFGHX$p{kB~!jCDEE
*+./F~%a//1FVF~%C/GF~%0~!f13~)Yg{
Hu0IJKLMm{jF~3N*dIJ{jOWT

P$A)CDEFGH?Vp>FWQU)RS7TUV%WyXF
~kY12)Zof##'I[F=)ofHq0IJKL!FV=A3kY\)
of]^_%̀ a,~#%q0OFb\3)0cd13ef)QUF7%'BHC8
`h%ghijjk%'J_l)-mCDn9%uW~gW8OopT!"!#
$%&!()CDs7<Hqn9rsC42tW)uv|T0kwx3T

7=>?@ABC 1?4DEF!:50

CDEFGH?Vyz6<>{%67>{%1|>{)p7W}
~!f")#$ghU1W=%Tof#Hq6<,g1z&)of!T
+,-N'WW},g1z&(#T4TFBGH6<1z&kYW)
#$)*O467<Y !+%4TFBGH6<1| J+%-,-6<
1| '+%CD|6<1| A+)k+.1N0O4FVA/'/W"3

0+,-FV'/W"3~K0TCDEFGH=1Na+,-126
7PQ%O4>{2{op1z=>XY%4TFBGH=>;3%O
42{XY~45K0T

6h)CDEFGH7o0CF893):2;',g%<=,g%
>?*@)J$A)$Y]yAB.10,C,g3?DL_CD|FVA
/'WED%.1'W@7@)]yfF{H@%JT)%jG)/'W
HI !!Hm)ZJa'/,gfF 'KK*)L\)#"M*aS-.%M*f

N>A|Tj>jT
O?0cA13)CDEFGHPOVQRCD|:Sn@{j)T

z0-S^_%UdVX=3ua/>{)ZW8{jopW)_"#3
4{jhXYT

!!"!

!"#$%&'()*+,-

#$%&'()*+,-./01234552678
9:';<=

#$*+>'?@ABCDEFGH'$IJKLMNO

PQRSTU*+VW#$*+>'?@2XYZ[\B]^_$B`

本报北京 5月 6日电 （记者李红梅）近日，国家医保局

会同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了未来两年推进门诊

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的工作目标。

2021 年底前，各省份 60%以上的县至少有 1 家普通门

诊费用跨省联网医疗机构，各统筹地区基本实现普通门诊

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对于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放

化疗、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等 5 个群众需

求大、各地普遍开展的门诊慢特病，每个省份至少有一个统

筹地区实现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2022 年底前，每

个县至少有 1 家定点医疗机构能够提供包括门诊费用在内

的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服务；基本实现上述 5 个主要门

诊慢特病的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统筹地区全覆盖，

推进其他门诊慢特病的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或线上

零星报销。

《通知》提出，扩大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覆盖范

围。目前，29 个省份的 219 个统筹地区启动了普通门诊费

用跨省直接结算。2021 年底前所有省份、所有统筹地区作

为参保地和就医地双向开通，符合条件的职工医保和城乡

居民医保参保人员能够在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实现普通门诊

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财政部、国家医保局——

推进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本报北京 5月 6日电 （记者李心萍）为加快培养高素

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改善新职业人才供给质量结构，

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近日，人社部印发《关于加强新

职业培训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提出，加快新职业标准开发，在组织制定新职业

标准的同时，面向社会广泛征集新职业标准或评价规范。

对于征集到的新职业标准或评价规范，经人社部组织评估

论证后，及时上升为国家职业标准。有条件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部门（行业）可依托本地区、本部门（行业）的龙头

企业、行业组织和院校等开发职业标准或评价规范，经人社

部审定后，作为国家职业标准予以颁布。

《通知》要求，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大力开展新

职业培训特别是数字经济领域人才培养。鼓励培训机构依

据国家职业标准，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培训。对于数字技术

技能类职业，探索引入现代化手段和方式开展培训。广泛

组织开展新职业技能竞赛活动，充分发挥以赛促学、以赛促

训作用。结合新经济、新产业、新职业发展，建立职业与教

育培训专业（项目）对应指引，修订技工院校专业目录，完善

专业技术人才继续教育专业科目内容，增设与新职业对应

的新专业（项目），加强新职业人才培养。

人社部——

加强新职业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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