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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公共交通

如何突破重重困难求发展

代表建议：加大政策和财政支持，分布实施改善
“我市公共交通欠账太多，需要明确方向，积极作

为，量力而行，分步实施。 ”针对我市公共交通发展的
问题，人大代表们很清楚，公共交通的发展，不是一蹴
而就的。 他们建议的重点，也很有针对性。

建议一：尽快出台政策。 要根据国务院和省政府
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意见， 结合我市实际，

尽快出台我市的实施意见，明确任务，制订政策，建立
机制，推进改革，强化管理，加快发展；要结合中心城
区的地形地貌特点，抓紧编制与城市总体布局和人口
产业分布相协调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和公共交

通专项规划，为我市发展公共交通提供依据和指引。

建议二：加大财政投入。 抓紧城市换乘中心的选
址工作，尽快启动信阳东站公交停车点建设；设立不
少于本级财政一般预算

2%

的公共交通专项资金，从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费中提取公共交通发展专项
资金，落实公交车辆购置、公交补贴、信息化建设和安
全保障等资金；建立规范的公共交通补贴机制，对因
低票价和开辟“冷线”等因素造成的政策性亏损要给
予补贴，对承担社会义务、完成政府指令性任务而增
加的费用要足额给予补贴。

核心新闻
我市公共交通整体发展水平滞后

在今年年初召开的市四届人大
四次会议期间，市人大代表围绕我市
发展建设提出了许多议案、建议。 最
终，大会主席团将“关于实施公交优
先发展战略，缓解市区交通拥堵的议
案”作为

2014

年的
01

号议案，交由
市人大常委会调查研究，督促政府办
理。

6

月
6

日， 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三次会议召开，会议的其中一项议
程就是听取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

于市四届人大四次会议
01

号议案的
调研报告。

今年
4

月，调研组实地查看了
几个规划中的公交场站， 现场观
察了几个路段、路口的拥堵情况，

并召开了座谈会， 听取了市政府
办公室、交通、规划、财政等部门
负责同志关于我市公共交通发展
的现状、问题、原因、解决办法的
分析和汇报， 市公安交警支队全
面分析了中心城区交通拥堵的成

因。

调研发现， 中心城区公共交通
发展现状不容乐观。 首先，按照河
南省政府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
交通的实施意见要求，

100

万人口
以下城市， 城市每万人应拥有

10

台以上公交车，按此标准，我市中心
城区应配置

500

台以上公交车，目前
缺口几乎达

50%

。在这
200

多台公交
车中，政府购置的只有几十台，其余
190

多台均为私人挂靠经营。其次，目

前，中心城区有营运线路
19

条（注：

茶文化节期间又开通了
28

路公交
车， 目前应为

20

条）， 线路总长
300

多公里，年客运总量
3600

万人次，公
交出行分担率不足

6%

（国家要求为
60%

左右）。 根据河南省公共交通协
会的统计， 我市公交总体水平、

公交车平均保有量、 公交的出行
分担率、 公交优先发展的保障措
施以及职工待遇四个指标在全省
都排名末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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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一辆
15

路公交车在银座商城站进站，乘客上下车。

15

路公交车也是我市挂靠经营的线路之一。 本报记者杨长喜摄

延伸新闻
市区公共交通存在诸多问题

我市公交发展水平落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对此，

市人大常委会在听取调研组成员意见之后得出
4

个
方面的结论。 连日来，记者通过走访公交站点，采访
相关部门和市民， 也发现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现状存
在的诸多问题。

第一，无城市公共交通专项规划。我市至今没有
编制城市公共交通专项规划， 目前中心城区没有一
个公交停车场。

连日来，记者调查了解到，目前我市
20

条公交
线路只有

1

、

2

、

4

、

5

、

16

、

17

、

28

路
7

条公交车的始发
点在火车站公交停车场，

2

路的终点在南湾停车场，

其余公交线路的车辆全在路边临时停车，尤其是
11

路的始发点在天润广场，

3

路在新华大市场，

7

路、

20

路在体彩广场，

15

路在平桥亚兴广场。 这样既不安
全，也影响道路通行。

同时， 我市人口稠密的老城区没有规划换乘中
心，市民出行，需要多次换乘，十分不便；长途车站设
置在市中心，加剧了城市道路拥堵。

第二，公交车辆和线路较少，不能满足需求。

以
25

路公交车为例，

25

路一位司机曾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每逢周二、周末，他都非常头疼，因
为这几天， 信阳农林学院和信阳职业技术学院的学
生们下午没课的比较多， 很多都赶在这时候来到城
区，并且乘坐距离较远，尽管他们都按点发车，但车
辆仍很紧张，路上许多乘客无法上车。

此外，记者调查了解到，上天梯管理区、平桥工
业园区企业多，至今没有开通公交线路，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辖区企业正常经营；公安交警支队车管、考
训所在地陆庙没有公交直达，群众办事依靠打的，费
用很高， 反响强烈；

1

路、

2

路、

25

路公交线路长，乘
坐人员多。

第三，私人挂靠经营，导致管理难。

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由于历史原因，我市公交车辆绝大部分是私人挂
靠经营的，导致管理难。我市没有专门的公交车清洗
维护场地，挂靠车主很少主动掏钱洗车，造成车容车
貌差；挂靠车主为追求经济利益，擅自将公交车辆用
于婚丧事务等，加剧市民乘车难；司乘人员受雇于挂
靠车主，更换频繁，服务意识差，市民投诉多；由于挂
靠经营，线路设置不合理也无法调整，政府想新增线
路，也会遭遇挂靠车主的阻挠。 同时，挂靠经营模式
已经因经济发展而不符合公交公益性的要求。

第四，公益属性没有很好体现。城市公共交通是
社会公益事业，由于采取的是私人挂靠经营模式，财
政资金没有也不允许投向私人运营的公共交通，国
家要求对老年人、残疾人、军人优待乘车及成人、学
生持月票乘车的社会义务也就没有落实的基础。

在最近本报组织的“进社区访民生，《信阳晚报》

帮您办”活动中，本报记者就接到了部分市民提出的
关于公交车对老年人免费的意见和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