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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街头跑来“无人”驾驶公交
本报记者 邱海峰

自动按站停靠载客、方向盘自
动转动调整方向、变道前自动打转
向灯、遇行人自动减速避让……近
日，阿尔法巴智能驾驶公交在深圳
市福田保税区首发试运行，4辆全电
动公交车在道路上开启了“无人”
驾驶。深圳巴士集团介绍，阿尔法
巴智能驾驶公交，是全球首次在开
放道路上进行的智能驾驶公交试运
行，加快了深圳公交全面智能化的
步伐。

1.2公里的全自动驾驶
“欢迎乘坐阿尔法巴智能驾驶公交，车辆已进入智能驾

驶模式。”12月2日上午，在深圳福田保税区，搭载了试乘
乘客的智能驾驶公交在1.2公里的福保公交线路上开启了试
运行。在当天试运行的这条公交线上，途中共设有3个停靠
站，车辆时速控制在10—30公里之间。

与日常见到的普通公交车相比，这批智能驾驶公交车
更小巧，车辆内部设置有 17 个座位，可满载 25 人。外观
上，智能驾驶公交车与普通公交车最大的不同是，车身配
有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摄像头、GPS 天线等感应设
备。车内，除了方向盘无人掌控，其他看起来没什么差
别。

1.2 公里的行驶过程中，智能驾驶公交实现了全自动
驾驶。当车辆行驶到拐弯处时，方向盘会自动转动调整
方向，在即将进站停靠时也会提前开启转向灯进行变
道。同时，在行驶过程中，车辆会因感应到周边障碍物
自动点刹、急刹。当前方突然有行人通过时，车辆会急
刹减速避让。而坐在驾驶位的司机师傅，他同乘客们一
样，也享受着“无人”驾驶的乐趣。

驾驶全自动之外，智能驾驶公交对是否超载也有着严
格要求。试乘开始时，由于人员超载导致车辆无法正常前
行，待部分体验乘客下车后，车辆才开始正常前行。

人车配合下的安全出行
相比于以往一些国家和地区智能驾驶公交的试运行，

此次的一大亮点在于，阿尔法巴智能驾驶公交试运行是在
公共道路上进行的。专家指出，由于公交线路在开放的路
面上，各种车辆、行人等突发情况较多，如何保证安全是
一大挑战。

“车上有7道智能化传感器作为安全保障。”牵头研发
该公交车的深圳市海梁科技公司董事长胡剑平表示，车辆
配有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摄像头、GPS天线等设备感
知周围环境，能够实时对其他道路使用者和突发状况做出
反应，已初步实现自动驾驶下的行人车辆检测、减速避
让、紧急停车、障碍物绕行变道、自动按站停靠等功能。

深圳巴士集团董事长余钢指出，阿尔法巴智能驾驶公
交此前已先后在国乐科技园、南方科技大学、福田保税区
测试4个月，累计测试里程约8000公里，系统安全性、稳
定性、可靠性已经符合公交试运行的要求。

需要指出的是，智能驾驶并不等于无人驾驶。严格意
义上讲，阿尔法巴智能驾驶公交系统采用的是有条件的自
动驾驶。海梁科技副总经理杨小栋介绍，阿尔法巴智能驾
驶公交具备人工驾驶和智能驾驶两种模式，可根据实际需
求进行切换。在复杂路况或突发情况下，驾驶员只需踩一
下刹车，即可马上切换到人工模式，确保行车安全。

公交服务的进一步改善
据介绍，在试运行期间，将邀请乘客免费体验，同时

收集交通数据、客流数据、智能驾驶系统运行数据及公众
意见，结合未来福田保税区发展规划，进一步完善和丰富
智能驾驶公交服务网络。

胡剑平透露，下一步将在南方科技大学、深圳市光明
新区、深圳市大鹏新区持续推进中国未来新能源与智能公
交系统 （CBSF），并配合国家 CBSF 项目总体规划的实
施，在内地10个示范城市落地运营。

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公交技术的不断完善，公交服务
水平的提升将值得期待。广东省交通运输规划研究中心高
级工程师张希表示，增加安全性和有效解决公交行业司机
难招的问题对公交企业有着很强吸引力。同时，相对于人
工驾驶的公交，自动驾驶的公交会像地铁一样更加准时，
方便乘客出行。此外，智能驾驶公交还可以大大降低公交
司机的劳动强度。

此外，在买票刷卡方面，乘客也将会有更好的体验。
如此次阿尔法巴智能公交车上安装的智能终端设备不仅具
备“深圳通”卡、“手机深圳通”的常规付费功能，而且
实现了全国其他城市如北京、重庆、南京、苏州、广州交
通卡的刷卡功能。同时，终端设备还将具备扫码支付功
能，乘客持手机就可享受扫码乘车的全新体验。

通过全城有偿征集，江苏南
京一年里回收约8万块散落民间的
明城墙砖。据报道，一年前，南
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南京城墙
保护基金会宣布启动散落城砖

“颗粒归仓”行动，对于提供散落
在民间明城墙砖有价值线索的市
民，给予最高 2000 元的奖励。一
年后，该活动取得阶段性成果。
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共收到市
民提供的城砖线索近300条，已回
收城砖约8万块。

南京明城墙始建于 1366 年，
修建历时 27 年，至今保留下来的
城墙长达 25.1 公里，是世界上规
模最大、保存原真性最好的城市
城墙。这一历史地位，意味城墙
上的每一块砖都是不可能被复制
的历史遗存。但由于历史原因，
南京不少老旧小区在修建中都曾
使用了散落的墙砖。现在，这些
墙砖在老旧小区拆迁的过程中重
现真容，其中不少被作为建筑垃
圾处理或填埋。在这一背景下，
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和基金会
在全城启动有偿征集，可以说是
对墙砖的抢救性行动。

过去一年里，这项有偿征集
活动，共回收了约8万块墙砖，效
果超出预期。正如活动发起方所
强调的，此举一方面为城墙修缮
提供了更多的城砖线索，一定程
度上解决了城砖不足的难题；另
一方面，活动也整合了更多社会
资源和民间力量，进一步提升市
民的遗产保护意识，让更多市民
加入到文化遗产保护的队伍中来。

事实上，更多城墙砖失而复
得，从散落状态重新汇集起来，
这一过程本身也丰富了明城墙的
历史内涵。那些曾经散落民间的
墙砖，从市民手中回归保护部门
的统一管理，不只是简单的归
还，更意味着部分市民以直接方
式参与了明城墙现代历史的构
建。从历史维度来看，若干年
后，当人们再次梳理明城墙历史
时，这无疑成了一个重要插曲和细节。进一步言
之，当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自身与古老文物之间
的联系，公众的文物保护意识必定增强，文物保
护氛围也将获得更多现实支撑。

此外，有奖征集墙砖，也体现了文物管理部
门对历史原件的重视。诚如文物爱好者所说，“这
些城砖都是600多年前的文物，哪怕是残破的，用
来修复城墙也是好的，比用仿制的城砖来得更有
意义。”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过去一些地方出
现过将原有城墙拆毁重建，用全新的仿制砖取代
原有城砖进行破坏性“修复”。从这一意义上，南
京城墙保护管理部门不遗余力地向市民有偿征集
城砖，而不是选择仿制砖来替代，也是对仿制文
物泛滥的一种间接抵制，不啻为文物保护上的价
值示范。

多数历史文物与原件的流失和破坏，往往都
是不可逆的。与其斥巨资建假古董，不如投入更
多精力保护和找回真遗存，这应该成为文物保护
上的共识。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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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财富》 全球论坛将于 12 月

6 日至 8 日在广州举行。届时世界 500 强

企业、政府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将围

绕创新革命、全球化的未来、21 世纪领

导力以及可持续发展等话题展开讨论。

图为广州街头迎接 《财富》 全球论坛召

开的花卉雕塑。

新华社记者 卢汉欣摄

广州：花城展示“财富美”

“自公布之日起，北京市五环路以内 （含五环路） 区
域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2017 年 12 月 1 日，北
京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的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关于修改〈北京市烟花爆竹
安全管理规定〉的决定》，向市民传递了这一信息。

在此次“禁放令”之前，北京经历了从“禁放”到
“限放”的过程 。“禁”“限”之间 ，小烟花折射出大民
生，也考验着政府和执法部门的执行力。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王安石笔下
刻画了千年来我国传统民俗中的温暖细节。然而，噼里
啪啦和绚烂绽放之后，烟花爆竹留下的是团团烟雾、呛
鼻的味道、刺耳的噪音以及难以避免的人身伤害和火灾。

不论是 24 年前的“禁放令”、12 年前的“禁改限
令”，还是不久前的“限改禁令”，每一次决定的背后，
都是一个慎重决策的过程。

据当时媒体报道，1993 年春节期间，北京全市因燃
放烟花爆竹致伤544人，比1992年增加54.5%。当年春节
刚过，市政府就收到市民来信231封，强烈要求禁放。随
后的北京市两会上，有 209 名市人大代表提出 17 件议案
和建议，99名市政协委员提出28件提案，都要求立法禁
放。市政府随即成立班子起草法规。

同年 7 月，北京市公开征求意见，多数市民赞成禁
放。10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北京市关于禁止燃
放烟花爆竹的规定》，明确规定当时的城八区为禁放区。

然而，进入上世纪 90年代后期，每年春节，禁放区

内违规燃放越来越严重。从 2002 年至 2005 年，有 162 名
北京市人大代表提出 17件议案和建议，呼吁修改“禁放
令”。从 2003年列入立法规划，到 2005年 9月表决通过，

“禁改限令”历时两年多。为了解决分歧，“禁改限令”
经过立法调研，每一步都大范围征求民意。

随着 2012年除夕北京空气质量的急转直下，不少市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先后建议恢复“禁放令”。数据显
示，近 5年，北京市春节期间空气重污染天数在 2天至 4
天之间，特别是除夕、初一、正月十五3天的PM2.5平均
浓度明显高于全年平均浓度。

北京市政府法制办公开向社会征求修订意见，在收
到的814条意见建议中，支持禁放的意见占83.1%。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办公室负责人表示，修正后
的 《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 反映了近年来人民
群众要求从严对燃放烟花爆竹进行管理、加强环境保护

的呼声，民意基础较好。而且，法规修改经过立项论
证，是在全面、充分地论证和调查的基础上作出的决
定。

“从‘禁放’到‘限放’再到‘禁放’，充分体现了
立法的人性化。”北京市人大代表卫爱民相信，经过这些

“过渡”，“禁放令”落地不会太难。但是，千年的习俗要
改变起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限改禁”后如何监管好违
禁燃放，是对政府部门和执法部门的考验。

卫爱民代表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全国各地在
禁放烟花爆竹之后，春节期间在禁放区内燃放烟花爆竹
的现象一直未断，有些市民宁愿被处罚也要燃放烟花爆
竹。

吸取过往经验，北京市人大法制办公室在调研中，
与 14个限制燃放区的政府管理部门就如何划定禁止燃放
和限制燃放的区域、加强执法进行研讨。

修改后的 《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 不仅增
加了宾馆、酒店、婚庆服务经营等单位承担烟花爆竹安
全管理责任，而且把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燃放、
在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内不按照规定燃放时间燃放
以及在空气重污染橙色或者红色预警期间燃放等情形列
入处罚范畴。

强化区域合作是这次法规修改的一个特色。依据规
定，北京市政府应当与相邻省、市政府建立健全烟花爆
竹安全管理区域协作机制，加强烟花爆竹流通管理、燃
放管控、信息共享、协查处置等方面的区域合作。

北京市政府烟花办工作人员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为确保依法从严执法，实现及时发现、及时处罚，
烟花办正在逐条研究法规中的细节，确保在执法中真正
落到实处。

（据《检察日报》）

小 烟 花 折 射 大 民 生

北京再次恢复烟花“禁放令”
谢文英

图为一辆智能驾驶公交车阿尔法巴行驶在道路上。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