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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观察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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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城市

客运系统日均服务约 3 亿人次出行，日益凸

显的城市交通拥堵在给市民生活带来不便

的 同 时 ，也 成 为 制 约 城 市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瓶颈。

导致城市交通拥堵的主要成因是什么？

近年来，治理交通拥堵形成哪些地方样本，取

得哪些成效？记者进行了采访。

人口不断增加，基础相对薄弱

交通拥堵加速向中小
城市蔓延

“交通拥堵，源于交通需求与供给之间的

矛盾。”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交通与轨

道交通研究中心总工程师陈徐梅分析，当前

城市交通拥堵呈现出以下特点——

从空间看，交通拥堵由特大城市、大城市

加速向中小城市蔓延。2022 年，全国常住人

口 城 镇 化 率 超 过 65%，近 五 年 每 年 新 增 约

1800 万人口进入城市。城镇化快速发展，

城镇人口不断增加，叠加中小城市交

通发展基础相对薄弱，造成中小

城 市 交 通 拥 堵 问 题 日 益

严重。

不 合 理 城

市 空 间 结 构

下 ，潮 汐 交 通

拥 堵 现 象 愈 加

明 显 。 一 些 城

市 存 在 大 量 人

口在市区工作、郊区居住的现象，往返通勤引

发轴向通道上客流巨幅增长，带来巨大潮汐

交通压力，增加了运输组织的难度。

从时间看，城市交通由高峰时段拥堵转

向全天候、常态化拥堵。截至 2023 年 9 月，全

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 4.3 亿辆，90 个城市的

汽车保有量超过百万辆。随着机动化出行特

别是私人小汽车出行比例大幅增长，加上近

年来电动自行车保有量激增，违规骑行停放

等情况屡见不鲜，对道路安全和交通秩序的

影响逐渐显现。

“治理交通拥堵，本质在于缓解需求和供

给的冲突。”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姚恩建提出，

在需求端，通过政策调控，一方面减少机动车

使用，引导绿色出行，另一方面，鼓励错峰出

行，以缓解出行需求在时间上的过度聚集。

在供给端，既要以更加完善的公共交通网络

满足群众多样化的出行需求；同时，也要通过

优化路口、完善交通设施等手段，将“堵心路”

变成“舒心路”。

加大基建力度，优化交通管理

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和
服务水平

把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放在城市发展的重

要位置，近年来，各地主动作为、积极发力，探

索城市交通综合治理的新模式，推进交通拥

堵治理取得成效。

冬日早高峰时段，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与

以往全线拥堵的情况截然不同，周围路段车

辆正常通行，秩序井然。

这里日均门诊急诊量达 8 万余人次，周

边交通压力巨大。通过在出入医院必经的中

小街道上设置公交专用道，并协调增开 3 条

专线巴士，加强与地铁、快速公交接驳，完善

城市公共交通全过程出行链，该路段公交车

运营速度从 1 公里/小时提升至 16 公里/小
时，居民就医通行时间由 30 分钟缩短至 10
分钟。

“‘公交治堵’的组合疗法，有效改善了

片区近 20 年的交通严重拥堵情况，道路服

务水平大幅提升。”四川省交通运输厅有关

负责人介绍，目前，成都市建成公交专用道

107 条，长度超过 1000 公里，在中心城区基

本形成覆盖主要客流廊道的公交优先通行

网络。

在杭州、大连，通过新建、改建、扩建快速

路、主次干道和打通“断头路”，加大道路基础

设施建设力度，路网循环效率不断提升；在上

海、兰州，瞄准机场、高铁站和城市客运整合，

实现多种客运方式一体化换乘，城市交通换

乘效率和便捷性显著提高。

“通过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尤其

是强化城市公共交通等绿色出行系统建设，

能 有 效 提 高 交 通 承 载 力 ，缓 解 城 市 交 通 拥

堵。”陈徐梅说，提高公交出行效率和服务水

平，吸引其他交通方式向公共交通方式转移，

既有利于公共交通自身发展，又可以减少交

通干扰和交通事故。

“治理交通拥堵并非只能通过扩路拆迁、

大兴基建等大动作，从‘小切口’入手，通过优

化交通信号、路口改造及车道优化等措施，提

升道路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同样能为城市

交通‘疏通经络、化瘀活血’。”姚恩建说。

深圳福田，广深高速福田收费站衔接广

深高速与深南大道，所在路段承担多个片区

的快速转换功能，早高峰期间下高速需求高

达 2305 辆/小时。

“过往，受 ETC 布局限制，收费站离场车

流移动较慢，该路段一度存在较大的安全隐

患。”深圳市交通运输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通

过系统分析，优化 ETC 车道布局，增加两个

出口车道 ETC 收费功能，在保障收费车道利

用率最大化的前提下，有效缓解了出口车流

交织问题。

河北邯郸，复兴区辖区军营路道路狭窄，

途经 7 个老旧居民小区和 1 所小学。城市管

理部门通过对道路精准摸排，在闲置区域“挤

出”68 个免费公有泊位。邯郸市公安局交通

巡逻警察支队负责人介绍，通过挖掘城市“边

角料”，截至目前，全市已增加超 1 万个免费

临时停车位。

在工程治堵外，聚焦科技治堵

智能交通为缓解拥堵
提供新思路

“最堵的一次，4 公里的路车行了 80 分

钟。”这是 2023 年 10 月，在吉林长春一场特

别的市民见面沟通会上，一位网约车小哥的

“吐槽”。

近年来远超预期的机动车增长速度，加

上长期以来“职住分离”的城市布局，为长春

城市交通带来了巨大压力。

面对严峻挑战，在工程治堵外，长春交

管部门将目光更多聚焦在科技治堵上。“通

过百度智能云计算数据，瞄准拥堵排名靠前

的 79 条主要街路，针对性地制定强化警力

管控、工程导改等治堵措施 212 项。”长春市

交警支队有关负责人介绍，在快速路入口节

点处，结合 AI 流量监测数据，新建了快速路

匝道控制系统，能综合考虑上下游车道实时

通 行 能 力 ，在 合 流 点 位 实 现 车 道 的 临 时 管

控，以管理智能化缓解通行压力。目前，快

速路高峰拥堵指数环比下降 20.1%，平均车

速环比提升 18.1%。

山东济南，交警支队智能管控指挥中心

内，透过大屏，全市道路实时交通流量、有关

交通设施状态、道路事故处置进展、公众出行

信息发布等情况一目了然。

“通过优化改造拥堵点段，灵活调整交通

信号配时方案，路口通行效率提升 5.6%，早

晚高峰拥堵指数同比降低 23%。尤其在节假

日、恶劣天气等特殊时期，平台可利用数据研

判、视频巡检等手段，及时捕捉交通态势变

化，进行优化调整。”浪潮新基建智慧城市事

业部负责人辛超说。

“治堵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坚持

长期治本和短期治标相结合。”在陈徐梅看

来，城市拥堵问题归根到底是城市空间结构

和功能布局的问题，必须围绕城市布局优化、

坚持公共交通为导向发展等推进职住平衡，

才能从源头上改善拥堵问题。同时，也要紧

盯重点区域，以及高速公路收费站、重点路段

等，从道路设施、公交优先、停车建设、交通管

理等方面对症下药、精准施策，不断推动城市

交通拥堵状况明显改善。

数据来源：交通运输部

版式设计：张芳曼

城市客运系统日均服务约3亿人次出行

探索城市交通综合治理新模式
本报记者 韩 鑫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明确
提出，到 2035年，智能、平安、
绿色、共享交通发展水平明显
提高，城市交通拥堵基本缓
解。近年来，各地主动作为、
积极发力，探索城市交通综合
治理新模式，推进交通拥堵治
理取得一定成效。

核心阅读

本报北京 1月 10日电 （记者李红梅）中国气象局近日印

发《农业气象观测站网和观测任务调整方案（试行）》，明确将

开展我国第四次调整农业气象观测站网和观测任务。根据方

案，全国农业气象观测站将增至 2304 个，形成覆盖全国重要

粮食生产区、观测任务涵盖主要粮棉油作物和特色经济作物、

自动观测和人工观测互补、适应现代农业生产发展的新型综

合农业气象观测站网体系。

此前，农业观测站网和观测任务经历过 3 次较大调整。

近年来，伴随现代化农业技术快速发展和气候条件变化，我国

农业产业战略布局和作物种植结构也在不断调整。为减轻气

象灾害对农业的不利影响，需建设更加精密的观测站网、适时

调整农业气象观测任务。

方案将对原有 653 个农业气象人工观测站进行调整，调

整后的农业气象人工观测站变为 642 个。在全国农业气象观

测站覆盖不足的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保护区、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区等区域新建 1662 个农业气

象自动观测站，填补粮食重要生产区的观测空白。届时，全国

农业气象观测站将增至 2304 个。

方案同时对农业气象观测任务进行优化调整。不仅重点

考虑国家战略需求，还统筹兼顾地方需求，进一步符合地方种

植结构，加强各地名、特、优、新经济作物观测，同时开展牧草、

蔬菜、果树和森林等观测。

全国农业气象观测站将增至 2304个
填补粮食重要生产区的观测空白

本报北京 1月 10日电 （记者李心萍）记者从铁路 12306
科创中心获悉：自 1 月 10 日零时起，铁路 12306 手机客户端推

出春运期间学生、务工人员专区预约购票功能，符合条件的旅

客可通过 12306 手机客户端专区预约购买春运期间往返火

车票。

铁路 12306 科创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自 1 月 10 日起，符

合条件的学生旅客（已通过学生优惠资质核验且有剩余优惠乘

车次数）可通过“学生寒假订票专项服务”专区预约购买春运期

间（1 月 26 日至 3 月 5 日）火车票。每名旅客最多可同时提交 6
个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添加 1 个乘车日期的 20 个“车次+席

别”的组合，可选席别为学生优惠票适用的硬座、硬卧、二等座。

已通过实名制核验的务工人员可通过“务工人员春运预

约订票服务”专区预约购买春运期间火车票，每名旅客可同时

提交 6个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时间+车次+席别”的 1个

组合。

学生、务工人员通过铁路 12306 专区购买春运期间火车

票，可提交开车前 17 天（含）以上的出行购票需求，最晚可预

约 3 月 5 日的车票。符合条件的旅客可在开车前 17 天 23 时前

在 12306 手机客户端提交购票需求，在开车前 16 天查询兑现

结果。兑现成功后，须在开车前第十六天 23 时前支付票款，

逾期未支付的，订单自动取消；兑现成功后逾期未支付达到 5
次的，不再提供预约购票服务。

铁路 12306 推出春运购票新功能
学生、务工人员可在专区提前预约购票

（上接第三版）

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将认真贯彻

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金融工

作会议精神，更加注重提高人民币国际

化质量和水平，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

际使用，更好满足经营主体交易结算、

投融资、风险管理等市场需求。一是聚

焦 贸 易 投 资 便 利 化 ，继 续 做 好 制 度 设

计、政策支持和市场培育，加强本外币

协同，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基础性制度

安排和基础设施建设，增强跨境人民币

业务服务实体经济和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能力。二是坚持互利共赢，稳妥有序

推进金融市场全面制度型开放，进一步

提高我国外汇和金融市场开放和准入

程度，提高人民币金融资产的流动性，

丰富风险对冲工具，构建更加友好、便

利的投融资环境。三是继续稳步推进

央 行 间 双 边 本 币 互 换 和 本 币 结 算 合

作。加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提

高人民币清算效率和安全性。四是推

动境外人民币市场建设，完善离岸市场

人民币流动性供给机制，丰富离岸人民

币风险管理工具，丰富离岸人民币金融

产 品 。 五 是 加 强 跨 境 人 民 币 业 务 监

管。进一步完善跨境资金流动评估预

警体系，健全本外币一体化的跨境资金

流 动 宏 观 审 慎 管 理 框 架 ，筑 牢“ 防 波

堤”，保障人民币国际化在守住安全底

线的前提下稳步推进。

■追梦路上R

冬日清晨，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

县前童镇中心小学，一群身着舞狮服

的小朋友排列整齐、认真扎着马步。

在教练带领下，“小狮子”们又开启了

一天的训练。

这群初出茅庐的“小狮子”曾拿下

全国青少年舞龙舞狮锦标赛儿童组第

二名，随后多次斩获全国和省级舞狮

比赛大奖。

带领他们的正是童攀峰教练。“我

在教学生舞狮基本功的同时，还讲解

舞狮的历史渊源以及艺术风格。舞

狮，也是在传承文化。”他说。

童攀峰曾在当地开一家电脑维修

店，27 岁时偶然在电影中看到舞狮便

被深深吸引。之后，他来到广东、山

东、广西等地，开始系统学习舞狮动

作、鼓乐和龙狮文化。学艺之路非常

艰难，但童攀峰觉得，这不仅为了热

爱，还有一份责任：“把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下去，是一件非常值得自豪

的事。”

学成归来后，童攀峰决心在前童镇

推广舞狮。2017年，当地政府弘扬传统

文化，支持成立前童镇中心小学舞狮

队，童攀峰任教练。寒来暑往，6 年多

来，舞狮队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如今

的百余人。童攀峰还将套路动作改编

成简单易学的舞狮操，每到大课间，孩

子们便在操场上认真地练习步伐。

“想学好舞狮，先要学会吃苦。这

几年孩子们变化挺大，不仅体格强健

了，还养成了不怕苦的坚毅品格，这就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提起学

生们，童攀峰非常骄傲。

浙江宁海前童镇舞狮教练童攀峰—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本报记者 顾 春

▲浙江省宁波市宁海

县 前 童 镇 中 心 小 学 操 场

上，教练童攀峰和学生们

一起进行舞狮动作技巧的

训练。

◀童攀峰正在为学生

做动作示范。

图 片 均 为 章勇涛 摄

（影像中国）

本报贵阳 1月 10日电 （记者程焕）记者从贵州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贵州日前全面启动 2024 年“两节”期间

农村劳动力返乡返岗系列服务，积极引导在外务工人员安全

返乡、有序返岗，大力促进稳岗就业、稳定增收。

系列服务包括精准开展返乡返岗监测、加强与重点务工省

市县互访和劳务协作等 8 个方面，将开展走访调查、岗位收集

推荐、职业技能培训、组织部分返乡返岗专列专车等多项工作。

贵州作为劳务输出大省，跨省务工农村劳动力常年动态

保持在 600 万人左右。

贵州启动农村劳动力返乡返岗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