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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秋后的北京，天气凉
爽、落叶飘飘。这阵子每到周
五晚，90后骑行爱好者罗昊便
迫不及待地整理好骑行装备、
检查自己心爱的公路自行车，
体验打卡北京市新打造的40
条特色骑行路线。

谈到北京市政府近期推
进自行车友好城市建设的一
系列举措时，罗昊显得很兴
奋：“骑行线路更多了，骑行安
全更有保障了，自行车路权和
公路文明程度也会不断提升，
这对我们热爱骑行运动的人
来说是大好事！”

中国城市报记者通过北
京市交通委员会（以下简称北
京交通委）了解到，为打造活
力、健康、融合、友好、协同的
慢行环境，“十四五”时期，北
京市将从政策、设施、管理和
宣传等方面持续推进慢行交
通出行品质提升工作，为构建
步行和自行车友好城市奠定
基础。

设计特色路线
助力文旅经济发展

提高街道活力，将空间、
路权还于居民；引导慢行交通
融入居民生活和社会发展，形
成健康出行的社会氛围；立足
现状问题，强化城市道路慢行
系统与绿道系统、滨水系统资
源的融合……在“以人为本、
求真务实”施政理念的基础
上，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围绕
自行车友好城市建设制定了
多项深受骑行爱好者欢迎的
措施，间接推动更多市民加入
到骑行运动队伍中。

“现在申请加入骑行俱乐
部和咨询骑行活动的人数在
不断提升。”北京骑货单车俱
乐部车队负责人厚盾告诉中
国城市报记者，“北京本身就
有非常好的骑行和道路环境
基础，再加上政府层面的重
视与支持，使本是小众运动
的骑行逐渐成为富有潜力的
大市场。”

此次北京交通委公开的
信息中，最受骑行爱好者关注
的主要是北京市城区和郊区
将双轮驱动，在中心城区和城
市副中心打造20条特色文旅
骑行路线。这些路线串联沿
线的“吃、喝、玩、乐、行”，沿网
红景点配套提供自行车驿站、
游玩导览图等服务。此外，北
京交通委还结合郊区的风景
文化走廊等打造20条特色乡
村骑行路线，让人们近距离感

受乡村风貌；沿骑行路径结合
乡村民宿、酒店和服务站等增
加驿站，吸引人们前来休憩、
消费，助力乡村经济发展。

厚盾和一些骑行俱乐部
的负责人对部分线路进行了
考察后深刻感受到，特色骑行
路线道路及配套设施完善，骑
行氛围更好。“之前，京郊周边
一些坑洼不平的道路，如今也
都修缮得宽阔平坦。”厚盾说，

“包括我们在内，北京各大骑
行俱乐部都会根据40条骑行
路线，慢慢开发出相契合的活
动方式，比如骑行游览、长途
骑行、骑行比赛等。”

除了特色骑行路线外，北
京交通委还着力推动通惠河
沿线自行车专用路发展，促进
清河、凉水河沿线建设步道和
自行车道等系统设施。届时，
城市副中心步行和自行车道
总里程能达到约1500公里。

这一类沿水设路，步道、
自行车道双结合的模式给市
民带来全新的休闲骑行体
验。“对于刚入门或者年纪稍
大的骑行爱好者来说，步道、
自行车道的双结合，可以让大
家骑累了走两步，走闷了又骑
几段，灵活调节。”厚盾说，“北
京郊区具有水库河流分布均
匀的地理条件。通惠河沿线
每年有各种活动，已经成为网
红景点之一。所以，这里加强

‘水路绿’三网融合肯定会受
到更多市民的支持与欢迎。”

施划自行车道
保障市民安全出行

相较于以兴趣爱好为主
导的自行车运动，骑自行车上
下班通勤的现象在北京极为
普遍。特别是随着共享自行
车的出现，这种随走随停、灵
活方便的绿色出行方式已经

融入到人们日常生活之中。
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

此次北京交通委公布的信息
中，提到将对一些城市道路予
以功能提升，为市民骑自行车
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其中包
含有：北京市五环以内路面宽
度12米及以上道路全部施划
自行车道，机非混行道路（支
路以上）全部增设自行车优先
标识；加强公共交通节点周边
环境的综合治理工作，“十四
五”期间完成中心城区、通州
区和亦庄新城全部轨道站点
的慢行接驳环境优化工作；强
化立交桥区的慢行系统路
权保障工作，结合实际需
求，完成穿越四环路以及四
环与五环路之间慢行断点
的专项治理。

骑自行车通勤、运动遇到
最多的共性问题是什么？不
少受访者告诉中国城市报记
者，机动车驾驶员与自行车骑
行者抢道；快递、外卖配送电
动自行车在自行车道乱冲乱
窜；部分地区还存在电动三轮
车上路，随意转弯、掉头等现
象……这些问题都不同程度
地影响着骑行者的出行安全
和体验。

吴恒是一位北京深度骑
行爱好者，每天他都骑自行车
上下班。过去，由于在胡同小
巷总会遇到抢道、逆行等情
况，他便选择顺着长安街骑
行。“虽然通勤距离稍微远一
点，但道路很宽，而且没有电
动车和摩托车的干扰，骑起
来安全性会比较高。”吴恒
说，近段时期，他发现二环辅
路上新增设了自行车红绿
灯，很多周边的路线也都是
新铺设的。吴恒感觉北京对
骑自行车出行人群的友好程
度越来越高了。

实际上，政府部门对非机

动车道的管理也在不断完
善。北京交通委的新规中也
提到，要丰富执法手段，加强
电动自行车超标、超速、闯红
灯和逆行等违法行为的管理，
规范外卖等行业。加强执法，
开展专项整治，增加执法频
次，杜绝电动自行车违章行
为。加强违规电动三四轮车
管理，严控增量、消减存量，推
进邮政、快递和绿化环卫等行
业车辆的更换转型。充分利
用智能化的手段，提升慢行交
通管理水平，保障慢行出行的
顺畅与安全。

有了政府层面的安全保
障后，吴恒和他的骑友们干劲
更足了。“骑自行车上下班，又
不用担心堵车，还能锻炼身
体、欣赏风光、减少碳排放，何
乐而不为？”吴恒说。

加强综合管理
规范共享单车停放运营

如今，建设自行车友好城
市受到越来越多城市，特别是
超大、特大城市的重视。无论
从缓解交通拥堵、治理大气污
染、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美化市容市貌，还是从提升市
民幸福感获得感的角度来看，
建设以步道和自行车道为主
的慢行交通体系不仅能提升
居民身体素质，也是治理“城
市病”的有效举措。

民建北京市海淀区委员
会副主委马红艳长期关注超
大型城市慢行交通体系建设
情况。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
者采访时，她感叹北京过去几
年在慢行交通基础设施环境
上的建设取得了亮眼成绩，越
来越多的市民减少私家车使
用频次，转而选择骑自行车完
成短距离出行。

“今年以来，市民文明骑

行、规范停放的意识明显提
升，违规使用和停放车辆的数
量不断减少。除了政府的管
理和宣传外，这些变化一定程
度上也得益于北京市自行车
电动车行业协会联合三家共
享自行车运营企业在全市持
续开展‘文明骑行、有序停放’
宣传动员活动。”马红艳说。

随着北京市共享自行车
运营区域的持续扩大，马红艳
认为，推动自行车友好城市建
设就势必要加强对共享自行
车运营企业的管理。

针对目前共享自行车管
理方面的一些突出问题，如非
机动车停放框线和共享自行
车入栏结算框线区分不明显，
以及个别区域仍存在共享自
行车停在人行道上、小区门
口，侵蚀行人通道空间等，马
红艳提出解决对策：“可以对
自行车集中点位增容扩框，指
定投放和停放区域；同时，为
两种用途的停车框线分别设
置清晰可见且区分明显的视
觉体系。从目前自行车和共
享自行车两类用户容易混淆
各自停车区的现状出发，市一
级或各区主管部门可提供更
为显眼、明晰的两套标识视觉
体系和引导停放体系，并在媒
体上加大宣传力度。”

对于共享自行车乱停乱
放等不文明现象，马红艳认为
除了共享自行车企业应加大
技术投入，通过科技手段优化
运营水平外，相关部门也应加
强敦促和监督各家共享单车
运营企业提供真实、即时的车
辆备案数据；多维度增加路面
扫码力量、尽早实现数据透
明；以大数据分析为基础，掌
握热门停车区域和停车峰谷
时段，智能动态调节供需平
衡，为共享自行车投放、调度
和运维提供智慧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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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自行车专用路旁的特色雕塑。

国内首条通勤用自行车专用路——北京昌平回龙观至海淀上

地软件园自行车专用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