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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既古典，又现代。

苏州古城有着 2500 多年建城史，道路格

局延续了千百年来的街巷尺度和造景安排。

“小桥流水人家”的文脉背后，也带来交通压

力大的烦恼。数据显示，苏州全市机动车日

均上牌 1700 辆，增长速度每 8 年翻一番。目

前机动车保有量突破 500 万辆，居江苏第一。

与此同时，新增停车泊位无法“跑赢”机动车

增长速度，供需矛盾突出。

停车难交织民生事，事关群众获得感。

苏州如何在“螺蛳壳里做道场”，织出共建共

治的“双面绣”？

潮汐车位，错时共享

“滴——”手机一扫，倒杆抬起，家住苏州

太仓市中区社区阳光北苑的新市民徐晓东，

顺利地将车子停在预约好的泊位上。这里是

中区社区居委会的停车场，也是他每个夜间

停车的地方。

下班回家还能轻松找到停车位，这是徐

晓东曾经热切期盼的事。

“我去年刚搬到这个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

初的老旧小区居住。小区规划的固定车位缺

口很大，家前屋后的临时停车位又非常有限，

加班回来找个车位要到 1 公里外，走回家将近

半小时，到家就已没有力气动弹了。自从有

了‘潮汐车位’，期盼变成现实，心情舒畅不

少。”徐晓东介绍，打开“太 e 停”小程序绑定车

牌号后，就可以就近预约共享停车位了，停车

时间是工作日下午 5 点半到次日早上 8 点、休

息日和假期全天。

近年来，苏州市公安局联合城管部门，整合

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商业广场现有停车资

源，通过错时开放、资源共享的办法，最大限度

盘活停车设施资源，解决泊车位缺口大的停车

矛盾。在苏州全市，已有 414 个行政机关企事

业单位及国有企业提供 1.4万个“潮汐车位”。

“我们第一批试点的停车场，都是敞开

式、有电子识别系统的，不会额外增加管理成

本，容易得到支持。”太仓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大队交通秩序管理中队指导员顾卫东告诉记

者，小程序还通过短信提醒和积分扣分的方

式，对两次以上超时停车的车主以及恶意占

车位的车主，取消停车资格加以约束管理。

不只是“错时共享车位”。在“寸土寸金”

的苏州，公安交警部门从挖潜存量资源的角

度入手，创新出台了“夜间临时车位”“蓝窗

口”等措施，着力化解城市停车难问题，让停

车泊位“活”起来。

2021 年 4 月，苏州高新区交警经实地查

勘、排摸后，在狮山片区、枫桥片区、科技城片

区推出首批限时停放的便民车位。这些临时

便民车位，地面上施划的是蓝色虚线框，被市

民们称为“蓝窗口”。

“‘蓝窗口’的实施，考虑人性化停车管理，

在不影响道路正常通行的前提下，缓解市民如

厕、买药、装卸货物等停车难问题。”苏州高新

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副大队长周广宇介绍，交

警大队多次实地查勘排摸，选取了辖区较为繁

华、临时停车需求量大的地段，特别是 24 小时

便利店、厕所、药店、商超卸货区域等场所周围

的道路上划分点位。目前，高新区已推出“蓝

窗口”107个，并逐步向苏州全市覆盖。

整合资源，高效流转

上午 8 点半，市民唐亮驾车来到位于苏州

工业园区的苏州大学附属独墅湖医院看病。

到达时正处上午就医高峰期，停车场已满，执

勤交警将他引导至 1 公里外的“纳米中央公园

公共停车场”。

公园的停车场设有 984 个泊位，他轻轻松

松停好车后，又登上 135 路独墅湖医院接驳专

线，上车后不到 5 分钟，便抵达了位于医院内

部的停车点。

学校、医院、景区、商圈等民生重点部位

交通出行量大而且集中，特别是到医院看病

停车难的问题一向困扰市民。

苏州大学附属独墅湖医院党委书记、院

长侯建全介绍，2022 年 8 月份，苏州工业园区

公安分局交警大队充分挖掘周边停车资源、

协调开行无缝接驳公交线路，优化周边交通

设施，缓解了进出医院拥堵的情况。

当前拥堵指数有多高？周边停车资源分

布在哪里？在苏州，公安部门、城管部门、地

图公司协同合作，开发出智慧停车小程序，接

入 动 态 停 车 场 1464 个、动 态 停 车 泊 位 35 万

个，实现停车资源一网汇聚、一屏展示、一键

推送，市民不用求助交警也能精准找到最近

的停车位。

整合了停车资源，如何更高效流转？

2022 年 3 月以来，苏州常熟市琴川街道

在世茂商圈规划试点 5G 智慧停车位，精准感

应停车状态、即时发布泊位引导，对车主来说

减少了无效巡游，对管理部门来说优化了资

源配置。

“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商圈附近停车资

源总量充裕，但地上停车位总是一位难求，地

下停车位却空置较多。究其原因，地面停车

方便快捷，有些敞开式停车场还是免费的，造

成不少车辆长期停放，影响了周转率。”琴川

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金欢介绍，街道联

合交警部门，共同分析交通流量，划分出一

类、二类、三类区域，并会同发改委、物价局、

市监局等职能部门，按照“一类高于二类，路

内高于路外，地面高于地下”的原则，细分不

同的停车收费标准。

通过价格杠杆、阶梯收费，引导车辆停到

空闲车位，鼓励车主按需停放，进一步优化周

边停车资源的利用率。目前该区域 183 个路

面 车 位 周 转 率 达 到 2400 多 次 ，是 之 前 的 21
倍，节假日更是达到 23 倍。

立体交通，引导分流

每个工作日，家住苏州吴中区木渎镇巨

塔花园的张小明，都会驾驶私家车来到距家 2
公里外的轨道交通 5 号线渎川桥站，先将车停

放在站点旁的“P+R 停车场”里，再换乘轨道

交通穿城而过，前往 20 公里外的单位上班。

这样不仅节约了油费，也大量节约了通勤的

时间。

在苏州，张小明的出行方案代表了越来

越多人的选择。

“出行习惯驱使，苏州市区居民出行方式

呈现‘两高一低’特征，即慢行交通和小汽车

出行比例高，公共交通出行比例偏低。”苏州

市公安局交管局局长朱建华告诉记者，公共

交通便利化、为绿色出行提供更多可能，是破

解停车难问题的一个长效抓手。

朱建华介绍，眼下，苏州市正在布局的

“P+R 停车换乘”系统，逐步实现公交、轨交、

驾车、骑行的“无缝衔接”和“无限换乘”，就是

盘活城市“大交通”存量资源的有力举措。

苏州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缓解停车

难，需要一盘棋统筹考虑，这是城市精细化治

理的一部分。苏州的机动车保有量连年攀升，

对城市治理特别是停车出行带来考验。然而

“拥车数”与“用车数”不完全一样，随着优质立

体公共交通网络的健全完善，人流会被“吸引”

到其中，对缓解停车难起到积极作用。

在多元公共交通资源的供给上，从 2017
年起，苏州开始为各学校制定“通学巴士”专属

线路，提供“点对点”直达服务。截至目前，市

区范围内已开通各类校园“定制公交”专线 57
条，日均服务学生近 4.5 万人次，5 年来累计服

务学生超过 3000 万人次。据统计，市内重点

路段学校周边的交通压力缓解了 20%—40%。

除了通学专线之外，苏州还结合市民实

际出行需求、用好用足现有的公交资源，“量

身定制”推出公交进小区专线、助农专线、生

活购物线等 175 条特色定制公交线路，与分布

在各交通枢纽、通勤节点的“P+R 停车场”双

向发力，为市民提供更精准、便利的出行换乘

方案，极大减轻了交通出行压力，着力破解这

座现代化古城的停车难题。

苏州挖潜存量资源化解老城区停车矛盾 ——

车位错时共享 提升周转效率
本报记者 姚雪青

核心阅读

在保护古城风貌的同
时，如何破解城市快速发展
带来的停车难问题？苏州通
过错时共享车位、提升周转
效率、公共交通分流等方式，
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便民
出行之路。

■一线探民生
解决停车难②

R

本版责编：商 旸 白真智 徐 阳

本报北京 1月 12日电 （记者邱超奕）记者从应急管理

部获悉：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强冷空气影响，1 月 11 日至 15
日，寒潮天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最高降温超

20 摄氏度，将出现大范围雨雪天气。应急管理部向受影响

的 30 个省份发出提示，要求落实落细寒潮天气防范应对各

项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应急管理部提示，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趋势，加强与气

象、交通运输、农业农村、能源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强化信

息共享和联动机制，形成防范应对工作合力。深入开展隐

患排查整治，重点关注雨雪冰冻天气对春运交通、旅游景区

及施工场地等影响，加强路况巡查，及时发布灾害预警信息

和防灾避险指引，必要时及时管控相关路段、关停景区和施

工场地等。强化抢险救援准备，加强除雪车、融雪剂等抢险

物资储备，视情在重点路段、重要区域预置抢险救援力量和

物资，全力做好突发险情应急处置。精准有序做好救灾救

助，妥善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交通、电力、供暖、

供水、通信、能源等部门按职责落实保供保畅措施，确保人

民群众温暖过冬、安全过节。

应急管理部提示做好寒潮天气防范应对

本报重庆 1月 12日电 （记者常碧罗）记者从重庆市民

政局获悉：重庆市政府于近日出台《重庆市最低生活保障条

件认定办法（修订）》（以下简称《办法》），对低保认定条件进

行了优化调整，进一步强化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

《办法》调整了共同生活家庭成员户籍地规定，低保对

象不仅限于重庆本地户籍，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中可以

有外地户籍，符合条件的均可按规定给予最低生活保障。

对于特殊情况可实施“单人保”，《办法》明确了可单独

提出低保申请的特殊情形。同时，《办法》还调整了工资性

收入计算方式，对稳定就业但不能提供收入证明人员的工

资性收入由“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调整为“按照本市

统计部门公布的上年度同行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计算”。

重庆优化调整低保认定条件

本报广州 1月 12日电 （记者罗艾桦）近日，广东省广

州市印发国际化街区试点建设名单，公布同意在越秀区二

沙岛片区等 12 个国际化街区开展试点建设，打造一批具有

国际水准、广州特色，功能完备、资源集聚，开放包容、和谐

宜居的国际化街区样板。

据了解，12 个试点建设街区基础较好、优势资源集中、

发展潜力大，具有代表性、普适性、多元性等特点，未来可打

造产城融合型、文商旅融合型、人居环境友好型等特色街

区，助力广州市高水平建设国际交往中心。

广州试点建设国际化街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