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上 7 点半，落日缓缓沉入地平线，从岳

麓山上欣赏完霞光的一批批游客，陆续下山，

出景区东门，走三百来米，就到了岳麓山北公

交车站。立珊专线的公交车顺序驶来，将游

客接往湖南长沙的下一个打卡地——五一

商圈。

车过湘江，远眺橘洲，一站地，20 分钟，游

客就从人文荟萃地，到了烟火繁华处，品美

食、享茶饮，好不惬意。

“出门旅游，谁都不想把过多时间花在交

通上。立珊专线串起长沙多个热门景点，给

游客提供最舒适的公交出行体验。”送完一车

乘客，在立珊专线首末站长沙火车站（北坪），

司机周靖说。

在长沙公共交通体系内，高效运营的立

珊专线不是特例。近年来，长沙充分发挥城

市地面公交灵活机动的特点，优化线路设计、

合理调度资源，让公交车服务于社区、校区、

景区、商区、园区，最大限度串联起城市的各

个重要节点，满足群众多样化的出行需求。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长沙市投运的

245.3 万趟公交车已完成客运量 1.56 亿人次，

累计运营里程达 9688 万公里。

优化线路设计
接驳地铁站点

6 月中旬，长沙地铁 3 号线南延线还未开

通。细心的市民发现，长沙市交通运输局发

布的《2023 年第三批公交线路优化公示》方案

中，356 路、30 路这 2 条不曾见过的公交线路

已经计划“上新”。同时，3 条公交线路发生了

调整——它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为新的地铁

站点提供地面公交接驳，方便市民出行。

对 于 这 样 的 贴 心 之 举 ，长 沙 市 民 并 不

陌生。

这几年，随着城市轨道交通的进一步发

展，长沙地面公共交通的作用和定位正在发

生变化。

2022 年，长沙成为全国第八个地铁客运

量反超公交车的城市。如果说轨道交通是城

市客流的大动脉，那地面公交就是遍布城市

的毛细血管。“只有毛细血管与主动脉串联紧

密，毛细血管自身畅通运转，整个城市才处处

都有活力。”长沙市交通运输局公交处处长陈

芳表示。

怎 样 才 能 实 现 ？ 精 细 化 管 理 运 营 是

关键。

为此，长沙市交通运输局定期梳理公交

和地铁双向人流的供给堵点，提高公交和轨

道交通接驳便捷度，促进“两网融合”——每

个地铁站出口 50—100 米范围内，即通过优化

接驳方案，设置公交车站。前不久，全市才梳

理出接驳距离超过 100 米的站点 20 座，随即

纳入了优化日程。

在如此精细的管理下，目前长沙城市公

交地铁线路接驳率达到 95.4%。

以前，288 路公交不停岳麓区长华小区，

居民出行不便。2022 年 9 月，经过线路优化，

在保证接驳 4、6 号线地铁站的基础上，线路在

小区设置了站点。居民吴先生每天上班，走

不到 200 米可上车。“地铁到站，公交到家，现

在出行真方便！”他直感叹。

近年来，长沙市通过多种方式持续优化

常规公交线网，近三年平均调整线路超过 50
条。目前，长沙市常规公交线路 297 条，覆盖

城区各处。

打造定制公交
激发城市活力

下午 6 点半，在食堂吃过饭，长沙市比亚

迪汽车有限公司员工王在回就登上了公交 8
号线。吹着空调，几分钟后，班车就将他一路

送到约 3 公里外的 28 号厂房——夜班前，少

了走路通勤的辛苦。

“这是我们为企业提供的定制化公交路

线。”长沙公交运营有限公司三业务部部长刘

建武告诉记者。

为助力城市经济社会及文化旅游发展，

更好地服务乘客个性化的出行需求，长沙在

保持既有常规线路的基础上，推出公交线路

定制化服务。

长沙比亚迪公司自今年 5 月 30 日推出第

一条“园区公交线路”、开行第一辆园区公交

开始，截至 8 月初，园区已经开行 12 条线路。

“整个园区数万名员工每天都有出行需

求，从生活区到工作区，短则 1 公里，长则 3 公

里，虽然距离不远，但是流动较集中，有开行

公交的需要。”刘建武说，经过洽谈合作，调集

非常规线路公交车日常在园区内运行。

效果立竿见影。在 8 月 1 日当天，就有 59
台公交车在园区开行 337 趟次，运送乘客 1.2
万余人次。经折算，平均上座率在 80%以上。

在岳麓高新区，免费定制通勤专线解决

了湘江智谷片区企业员工通勤难题；湖大附

中、长郡外国语中学、长郡雨花外国语洪塘中

学等多条校园专线相继开通，让师生出行更

加便捷……

“在不影响常规路线运行的基础上，我们

积极同居民、学校、企业、园区等合作，只要符

合相应条件，公交线路都能按需定制。”长沙

公交运营有限公司定制拓展部副部长杨卓告

诉记者，“截至 6 月 30 日，长沙市已开通定制

化公交路线 126 条。”

配合今年火热的文旅市场，长沙市推动

各景区连“点”成“线”，开通五一广场、岳麓

山等多条旅游专线，实现市区 A 级及主要景

区公交线路全覆盖，12 条公交线路运营时间

将延长到 23 点半及以后，让市民和游客充分

感受长沙夜间的烟火气。浏阳还开通公交

专线，串起沿途红色景区，让红色旅游更添

火热。

与此同时，公交还不断向基层延伸。“非

中心城区的 4 个区县市也正在打造城乡公交

一体化，其中 3 个已经完成。至今年年底，长

沙将打造成全域公交城市。”长沙市交通运输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欧璟表示。

引入智能技术
提升出行品质

每天一大早，司机陈拥利驾驶着公交车

从玉兰路南园路口开出，向终点信息产业园

进发。线路全程红绿灯将近 20 个，可车辆等

红灯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 2 分钟。

“开了 30 年公交车，没有哪一趟比这条线

路更顺心。”陈拥利说。基于智能网联的“车、

站、路、云”一体化协同智慧公交解决方案，让

这条“梅溪湖—高新区智慧通勤公交东线”有

了智慧大脑——公交线路与交警智能信控系

统联动，若车辆接近路口时，交通指示灯还为

红灯，则会自动跳转为绿灯，从而实现公交优

先通行。

“据测算，智慧公交通勤时间较私家车出

行方式节省约 27.5%，较此前公交车普通运行

模式平均节省 30.7%。”湖南湘江智能科技创

新中心有限公司智慧公交项目负责人刘高告

诉 记 者 ，当 前 ，长 沙 主 城 区 已 有 75 条 线 路 、

2072 台公交车完成了智能网联设备安装，84
个交叉路口实现了智能网联改造。

“经大数据筛查，这条通勤线路上的上班

族超过 3 万人。”刘高说，随着智慧通勤专线的

开通，抽样统计结果显示，约 24.7%的乘客由

开车通勤转为乘坐智慧公交通勤。

智慧化让公交通行省时省心，还让公交

运行更安全。

智慧公交搭载的驾驶员行为监测系统通

过人脸识别技术，判断司机不规范行为，并实

施在车内播报提醒，同时也将上报后方平台；

全景智能系统可以向司机展示车辆周围情

况，为司机提供盲区视野；智慧调度系统让司

机可一键上报突发状况，同调度管理中心无

缝链接……一项项措施，让公交车司机更舒

心，乘客更放心。

与此同时，集合了数据分析支持的长沙

市交通综合运行协调与应急指挥中心，通过

多元公交数据融合，逐步提高公交运营监管、

智 能 调 度 、规 划 决 策 支 持 、出 行 信 息 服 务

水平。

利用出行人口时空大数据分析功能，公

交线路调整有了更可靠依据。

“比如大科城 2 号线以学生客流为主，假

期客流减少，为提升公交上座率，在系统建议

下，线路改道后湖路、阜埠河路、麓山南路至

高 叶 塘 站 接 驳 换 乘 地 铁 ，使 客 流 上 升 了

15%。”长沙智慧交通发展中心运行监测部部

长邵莹告诉记者。

随着公交体系智慧化建设的持续推进，

长沙市地面公交出行品质也在同步提升：新

能源和清洁能源公交车比例以及新增和更新

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公交车比例均达到 100%；

早晚高峰期公共汽电车平均运营速度达 18 公

里/小时；公共汽电车来车信息实时预报率达

100%……这些体验，让绿色出行成为众多长

沙市民出行的首选。数据显示，长沙城市公

共交通机动化出行分担率达 54.19%，绿色出

行服务满意率达 84.38%。

在每个地铁站出口50米到 100米范围内，设置公交车站—

长沙让地面公交更好衔接轨道交通
本报记者 申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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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实事 解民忧
关注城市地面公交②

R

在湖南长沙，地铁客运量
已经反超公交车，成为主要的
公共交通方式，地面公交的定
位和作用正在发生变化。为
进一步便利群众出行，长沙发
挥地面公交灵活机动的特点，
通过优化站点设置，提高与轨
道交通接驳便捷度，最大限度
节省群众出行成本，改善群众
出行体验。

核心阅读

本报北京 8 月 8 日电 （记 者杨彦

帆）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印发

《基层卫生健康便民惠民服务举措》，要

求进一步方便城乡社区居民就近、便利

获得基本医疗和卫生健康服务，提升群

众获得感。

举措围绕方便居民就医、优化服务

提供、简化就医流程、改善服务体验、做

好慢病管理、提升签约感受等 6 个方面，

提出 10 条具体措施。主要包括预约号

源向基层下沉，推进中高级职称医师值

守门诊，方便居民配药开药，加强与签约

居民的联系，深化“一老一小”健康管理

服务，延长城市社区门诊服务时间，推行

“先诊疗、后结算”，提供周末疫苗接种，

为糖尿病、高脂血症、高血压等慢性病患

者提供运动、饮食处方或建议，改善就医

服务环境等。

在方便居民就医方面，举措提出，充

分发挥家庭医生在预约转诊等方面的作

用，上级医院预留门诊号源优先向辖区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由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为辖区常住居民提供上级医院专

科门诊预约服务，推进分级诊疗，满足群

众及时到大医院就诊的需求。推进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每周至少 3
个工作日有一名中高级职称以上临床专

业技术人员在机构值守门诊服务，促进

基层首诊，提升基层诊疗能力，引导居民

到基层就医，在家门口就近就便享受到

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

在优化服务提供方面，在无急诊服务

且诊疗量较大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优化门诊服务时间，方便社区居民尤其是

上班、上学等人群在家门口就近获得基本

医疗、慢病配药、家医签约、健康咨询等服

务。基层疫苗接种门诊结合服务能力、辖

区居民服务需求、日常作息时间等，推行

预防接种分时段预约，提供预约周末疫苗接种服务。

在简化就医流程方面，明确支持村卫生室通过实行乡

村一体化管理等多种方式纳入当地医保定点管理，方便群

众就近看病开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推行

辖区常住或参加基本医保的居民就医过程中的“先诊疗、后

结算”一站式服务。

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各级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结合本

地实际进一步细化或丰富各项措施，切实提升群众在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获得基本医疗和卫生健康服务的便利度和服

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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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医疗美容行业热度不减。目前正值暑期，充足

的手术恢复期以及低价营销方式吸引了不少未成年人选择

医美整形，但这其中存在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

8 月 8 日，中国消费者协会提醒广大家长及未成年消费

者，理性看待医美需求，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慎选择医美

消费。

理性看待医美需求。由于未成年人社会经验少，容易

轻信部分商家对于手术效果的夸大宣传。消费者应理性看

待医美效果，不可忽略风险性，更不要一味求美或盲目效仿

明星网红冲动消费，冲动一时，有可能悔恨一生。

充分认识风险和危害。未成年人正值身体发育阶段，

骨骼、五官等生理发育尚未定型，然而医美手术会产生创伤

和外部材料植入，很可能在将来对未成年人自身正常发育

带来影响，甚至危害身体健康，得不偿失，务必谨慎。

选择正规医疗机构，谨遵医嘱。家长和未成年消费者

务必选择有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颁发的医疗执业许可证的

正规医美机构，或者有条件的三甲医院。同时，一定要仔细

查看主诊的执业医师是否具有相关资质，是否有所做项目

的手术经验。医卫机构及医卫人员均可在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官方网站（www.nhc.gov.cn）查询。

另外，未成年消费者就诊时应如实填报年龄，并且遵照

主诊医师从身体健康、正常发育角度给出的专业评估和合

理建议。《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规定：“未经监护人同意，

不 得 为 无 行 为 能 力 或 限 制 行 为 能 力 人 实 施 医 疗 美 容 项

目”。要特别注意的是，隆鼻、抽脂、磨骨等改变人体骨型结

构的手术，须在成年后才可以进行。

全面知悉项目内容及风险，警惕陷阱。家长及未成年

消费者应在术前详细查看诊疗方案、合同内容及收费明细，

并结合自身客观需求及身体发育情况与主诊医师详细沟

通，全面知悉所做项目的各项内容以及风险性与禁忌症。

此外，某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利用“平价医美”“1 元医美体

验”等营销噱头招揽未成年消费者“入局”，推销各类项目及

产品，并诱导其使用贷款平台借款或分期付款，消费者不要

盲目听信此类医疗机构的话术，务必客观、理性做出抉择。

妥善留存消费凭证，及时维权。如果遇到权益受损问

题，家长及未成年消费者应该及时留存好消费凭证和证据

材料，与医美经营者协商解决，也可向消费者协会或有关行

政部门投诉，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中消协提醒家长及未成年消费者

理性看待医美需求
谨慎选择医美消费

本报记者 齐志明

本报北京 8月 8日电 （记者李昌禹）由中华慈善总会、

中国银行业协会联合发起，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及多家金

融机构支持的“慈善顾问赋能计划”日前启动。“慈善顾问赋

能计划”是枢纽型慈善组织携手财富管理行业协会开启的

系统性慈善增能项目，旨在帮助财富机构及社会组织管理

人员准确理解第三次分配的深刻内涵，系统提升慈善服务

的专业能力，推动和服务相关人群结合家庭文明建设需要，

助力新时代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慈善顾问赋能计划启动

“大娘您看我手按的地方，经常按摩这里

能缓解您的胃疼和失眠，您来试试。”在内蒙

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青春山街道恩

和社区，主治医师王小琴正在 76 岁的居民白

俊梅家里，手把手教她按摩手法。

王小琴与白俊梅同住一个小区，作为在

职党员，王小琴到居住地社区报到并开展志

愿服务。当她得知社区居民白俊梅患有高血

压、糖尿病等慢性病，便主动询问病情，专门

为她“量身定制”了一套保健疗法，每周按时

上门指导。

“小琴这孩子平时没少帮我，教我学按

摩，给我测血压和血糖，还告诉我饮食搭配，

叮嘱我和老伴按时吃药。现在我们身体哪儿

不舒服根本不用担心，有小琴在身边，心里可

有底啦！”白俊梅笑道。

为有效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近年来，鄂尔

多斯市积极开展单位党组织到结对共建社区

报到，服务社区建设；推动在职党员到居住地

社区报到，到居住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融入

居住网格治理。

家住康巴什区康新街道的孔清秀在市中

心的饭店打工，每晚 9 点下班，时常赶不上最

后一班公交车。“每次回家打车至少得 40 元，

特 别 是 冬 天 ，实 在 不 行 只 能 住 饭 店 凑 合 一

晚。”20 多里的回家路愁坏了没有交通工具的

孔清秀，而像她这种情况的人还有不少，不少

人住在离市中心较远的高新区，下夜班回家

没有公交车是个愁人事。

“我们作为康新街道的结对共建单位，在

了解情况后，深入实地调研了解居民从业地

点、夜归时间、出行人数等，并多方协调市区

两级交通部门和运营公司，推动开通了两条

夜班专线公交，让晚归的人们都能坐上最后

一班回家车。”鄂尔多斯市纪委常委、机关党

委书记赵海军说。

“1 块钱的夜班专线公交解决了我的大难

题，省心又省钱！”孔清秀笑得合不拢嘴。

鄂尔多斯市还充分调动街道社区、机关

企事业单位及中央、自治区驻市企业等各方

力量，推动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与社区党

组织结对共建，确保党的组织优势有效转变

成参与城市基层治理的有力举措。

“我家卫生间的灯不亮了，不知道咋回

事，能让修电师傅给看看吗？”73 岁的准格尔

旗兴隆街道站北社区居民李世荣打电话给社

区。他口中所说的修电师傅是与社区开展结

对共建的国家能源集团准能集团供电公司的

员工。

“我们派出电力行业的精兵强将，免费为

辖区居民开展用电检修、电路维修及小家电

维修等志愿服务，通过共融共建共享，助力地

方经济发展。”国家能源集团准能集团供电公

司党委书记、副经理孙虎说。

“我们将党组织、党员和街道社区的资

源进行全盘统筹，实现力量往一线走、资源

往 基 层 投 、服 务 在 社 区 办 ，倾 力 为 民 办 实

事，贴心服务解民忧，有效夯实了基层治理

基 础 。”鄂 尔 多 斯 市 委 组 织 部 副 部 长 耿 涛

表示。

近 年 来 ，鄂 尔 多 斯 全 市 共 有 1401 个 机

关 企 事 业 单 位 党 组 织 到 结 对 共 建 社 区 报

到，4.2 万名在职党员到居住地社区报到，开

展志愿服务 4 万余次，为民办实事 1.58 万余

件 ，有 效 提 升 了 城 市 基 层 党 建 引 领 基 层 治

理效能。

内蒙古鄂尔多斯推动优质资源下沉社区

汇聚各方力量 满足群众需求
本报记者 张 枨

近日，甘肃省张掖市甘

州区甘浚镇西洞滩村的葵花

进入盛花期，村民抢抓时机

进行授粉作业，确保丰收，促

进增收。

杨永伟摄（影像中国）

富
民
产
业
促
增
收

■服务窗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