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六早上，湖南省长沙市民彭静带着女

儿开车出门，前往湘江新区博才咸嘉小学。

当天上午 9 点，女儿刘景雯要去学校参加棒球

俱乐部的特长培训。

彭静每个周末都要送孩子去学校参加俱

乐部。与过去提前出门“抢”车位不同。这

次，她和孩子慢慢享用早餐，卡点出发。

“离学校 100米左右，是湘江新区管委会第

二集中办公区（湘麓金座）。前不久，我发现这

里的地面停车场在周末免费对外开放，可以直

接把车停进院子，不用跑老远停车了。”彭静说。

这一变化，和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的一

条留言建议有关。前段时间，网友李女士留

言称，自己想将车辆停进该办公区地面停车

场，却遭遇保安阻拦。根据当地有关规定，双

休日和法定节假日机关事业单位停车场免费

向社会开放。

接到投诉后，湘江新区机关事务中心立

马联系负责该办公区域的物业公司，督促其

落实文件要求，在节假日免费开放地面停车

场，并对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监督。

停车问题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品质和幸福

指数。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湘江新区

把主题教育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聚焦停车

供需矛盾，扎实开展调查研究，积极提出解决

方 案 。 从“ 解 剖 一 个 问 题 ”到“ 解 决 一 类 问

题”，一场破解停车难的系统治理逐步推进、

有序开展。

免费开放——

盘活机关单位停车资源

“接到李女士投诉后，我们第一时间了解

事情的前因后果，并迅速整改到位。”湘江新

区管委会第二集中办公区（湘麓金座）物业现

场负责人黎航说。

早在 2021 年，为破解停车难问题，长沙市

有关部门联合作出决定：长沙市市、区两级政

府，一级园区管委会机关大院所有地面停车

场，在双休日和法定节假日免费向社会开放。

然而，在湘江新区管委会第二集中办公

区（湘麓金座），物业公司却对政策执行不到

位。这一次，该物业公司接到投诉后立即整

改，要求工作人员严格执行上级政策。如今，

每周五下午 5 点，该办公区保安人员都会将地

面停车场的道闸杆抬起，让车辆自由出入。

到周一早上 7 点，保安人员再将道闸杆放下，

以满足该区域工作人员的停车需求。

举一反三，检视整改。投诉发生后，湘江新

区机关事务中心全面摸排区域内机关大院停车

场双休日和法定节假日免费开放情况，督促双

休日和法定节假日免费停车政策落地落实。

“目前，湘江新区共有 5个机关企事业单位

停车场、约 950 个车位在双休日和法定节假日

免费向市民开放。”湘江新区机关事务中心有关

负责人表示。

市民不按规定停车或是超期停车，怎么办？

湘江新区参照长沙市下发的有关通知，

明确节假日进入单位内部停车场时，市民应

自觉服从停车场所属单位管理，规范有序在

划线停车位中停车；对超期停放的车辆，将进

行收费，不同办公区域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不

同的收费细则。例如，有的办公区明确，超期

停放的车辆在 3 小时内免费，3 小时后按每半

小时 2.5 元开始收费，全天封顶 20 元。

近年来，群众对停车位的需求日益强烈，

如何更好解决停车问题，考验着城市管理者

的智慧。湘江新区在盘活机关单位停车资源

的基础上，大力推广错时停车、分时停车、共

享停车等灵活停车理念。当地 10 余个小区，

通过政策引导及合理的商业模式鼓励，已开

始探索泊位共享，盘活小区内部停车场的存

量资源，提升停车位使用率、共享率。

盘活空间——

新建车位增加供给

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出行方便、数十栋办

公楼林立……已有 10 多年历史的湘江新区麓

谷企业广场，目前已有 1500 多家企业入驻。

产业欣欣向荣的同时，停车位却出现较大缺

口，无法满足园区发展需求。

“园区内的交叉路口、狭窄小路，甚至一

些 绿 化 用 地 的 空 隙 ，都 被 车 辆 塞 得 满 满 当

当。即便这样，还是有人找不到停车位。”长

沙汇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麓谷企业广场项目

经理朱桂花告诉记者，园区员工上万人，此前

一度只有不到 2000 个停车位，停车难问题让

有车一族十分头疼。

今年 4 月起，湘江新区开展“走基层、找问

题、想办法、促发展”活动。不久后，负责园区

事务的湖南麓谷发展集团把停车难这一问题

报给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

“新建停车位，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湘

江新区开发建设局人居环境和住房保障处干

部杨靓说。

此后，杨靓和同事前往麓谷企业广场实

地勘察。园区西南角上的一块空地，引起了

他们的注意。这块不大的三角形空地上，杂

乱地停放着几十台小车。

能否将这块地利用起来，新建停车场？

为此，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与湘江新区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接。8 月，双方经过反复

沟通，结合长沙市《关于加强公共停车设施建

设若干政策的通知》要求，将该地块用于平面

停车场建设。

9 月 30 日，停车场建设正式动工。10 月

底，停车场完工，新增了 131 个停车位，有效缓

解停车难问题。

从 源 头 上 增 加 麓 谷 企 业 广 场 停 车 位 供

给，是湘江新区破解停车难这一类问题的切

实举措。为缓解园区停车难，湘江新区相关

部门、街镇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踏勘，摸底调

研园区用地情况，盘活没有商业利用价值或

出让价值的边角余料用地，增加园区停车场

用地，确保停车土地供应。

智慧管理——

提升车位利用效率

地处湘江新区的后湖景区，秋冬季节依

然宁静美好。趁着天气晴朗，市民向女士和

先生带着孩子来到后湖游玩。到达景区附近

时 ，她 把 车 停 到 路 边 ，打 开“ 长 沙 易 停 车 ”

APP，在地图中搜索后湖景区，手机界面列出

了周边 6 个停车场的实时停车信息。

在导航的指引下，向女士十分顺利地找

到停车场，把车停进车位中。

“9 月底开始，我们在‘长沙易停车’APP
可以查询后湖附近停车场的车位情况，省下

不少时间。”说起变化，向女士感触很深。

2020 年，经过 3 年多的整治，位于岳麓山

脚下的后湖，由臭水塘蝶变为生态优美的景

区，景区内还建成了后湖艺术园，各类文创企

业云集于此。节假日车水马龙、游人如织。

为了满足停车需求，后湖景区周边建成

了 6 个停车场，共有 900 多个停车位。然而，

这几个停车场沿湖分布，彼此之间有一定的

距离。遇上游客扎堆、停车位紧张时，向女士

只能一个个停车场地跑，口头向保安询问停

车位情况，“遇上人多时，找车位特别费劲。

有时候，转了 20 多分钟还找不到车位。”

去年下半年，长沙交通集团所属子公司

长沙静态交通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打造的城市

停车平台“长沙易停车”APP 正式上线。该平

台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于实时查看已接入系统

的停车场数据，市民可实时查看空闲泊位情

况，以及预约停车等。今年 9 月，湘江新区将

后湖景区附近的 6 个停车场全部接入平台。

“停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将各类停

车资源接入这一平台，有效打通了信息壁垒，

实现停车需求与车位资源的实时匹配、动态管

理，提升车位利用效率。”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

人居环境和住房保障处二级调研员汪世震介

绍，到今年底，湘江新区既有的 754 个公共停

车场数据，都将录入“长沙易停车”APP。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湖南湘江新区聚焦群众诉求，增加停车资源供给

开放单位停车场 动态管理停车位
本报记者 王云娜

普及智慧化服务，能
更好帮助山区、农村等地
区解决养老难题，弥补养
老服务缺口，让老年人更
舒心、子女更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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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R

近日，笔者在福建省三明市大

田县走访调研时，来到当地的一家

智慧养老服务中心采访。走进服务

中心，健康监测设备、一键呼叫器、

智慧拐杖等各类智能产品随处可

见，数字化大屏中，实时显示着老人

需求呼叫情况，直播着服务人员工

作现场。

大田县地处闽中山区，这里快

捷、高效的智慧养老服务模式改变

了笔者的固有印象。有些经验，很

值得总结和推广。

科技赋能、优化供给，利用智慧

化手段，能够大大缓解老年人子女

不在身边、没有人照顾的难题。推

动智慧养老普及，一方面，可以帮助

老年人配备如智能手表手环、烟雾

报警器、煤气泄漏报警器等智能化

设备，遇到意外摔倒、突发疾病等情

况实现自动报警，保障基本安全；另

一方面，老年人也可以通过电话、小

程序等方式“点单”，选择自己需要

的服务，享受多元服务。数字应用

和人工响应、线上监测和线下服务

相结合的养老方式，能够更迅速、更

优质地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

让更多群众参与到养老服务的行动中来，能有效

增加养老服务供给。据介绍，这家养老服务中心在各村

镇招募一定数量的“孝老员”，接到老年人服务需求后，

“孝老员”能第一时间上门服务。智慧养老，和实实在在

的线下服务相结合，力量就变得更大。借助技术平台，

挖掘、动员更多人参与服务，并给予积分等多种形式的

奖励，这样，既能让老年人获得更及时的服务，也能为更

多有意愿、有能力的人带来收入。

养老服务有着巨大的社会需求，尤其是在农村和

山区，让智慧化养老服务在这些地区更加普及，让更多

农村、山区老年人享受到数字化的便利，将有利于解决

日益凸显的养老难题，弥补养老服务缺口，让老年人更

舒心、子女更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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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实事 解民忧
一线探落实

R

督促停车政策落地落实、
盘活机关单位车位资源、接入
智慧平台提高效率……第二批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湖南湘江
新区聚焦停车供需矛盾，扎实
开展调查研究，积极提出解决
方案，通过增加供给、匹配需求，
让群众的停车需求尽量得到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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