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5月31日 星期一 主编 安学军 编辑 孔潇 校对 大利 版式 唐唐

A20A20
专版

创刊•改版季
每年五、六、七

10 年的郑州公交大发
展，让市民出行更方便，“有路
就有公交车”，成为现在郑州
公交的一个真实写照。从
2005 年开始，郑州大公交也
开到了农村，最远的从郑州火
车站直接开到荥阳的乔楼，让
沿线村民也能享受城市公交
发展带来的好处。市公交总
公司总经理巴振东介绍，公交
公司不但在硬件水平上大大
提高，还要开展一系列活动，
提高软实力。

晚报记者 张华
通讯员 周存学 文/图

《郑州宣言》倡导公交优先
巴振东回忆，2001年，郑州市政府

开始规划公交场站建设，它被誉为公
交的“家”。2002年，在市政府的高度
重视和市政管理局的支持下，成立了
专门的项目部，2004年，公交场站建
设项目取得重大进展，开工建设 12个
公交场站，当年 4个交付使用；2005年
是郑州公交场站建设大跨步发展的一
年，全年完成工程投资8100万元，竣工
交付使用省体育中心站、中原西路站、
腊梅路站、石化路站、郑平公路站等 9
个公交场站。

正是在郑州公交场站建设的大背
景下，2005年 11月 17日至 18日，全国
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建设部城
市建设司、中国市长协会和中国城市
公共交通协会联合在郑州举办了“优
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战略研讨暨公交
场站建设经验交流会”，发布了“公交
优先在中国，让我们做得更好”为主题
的《郑州宣言》。

《郑州宣言》创造性地提出“公交
优先”的理念，《郑州宣言》现已成为城
市公交行业的行动纲领。

大公交开到农村
公交公司不算经济账

“以前农村也有公交，但真正意义
上的大公交从 2004 年开始。”巴振东
说，在2004年底，81路公交车从中陆物
流广场延伸至南三环的佛岗村，“大公
交”首次来到农村，随后，36路、38路
支、38路快，222路，215路等线路也陆
续延伸到南三环，方便了村民出行。

2006 年，郑州市成立“村村通公
交”办公室，组织专门力量对城市周边
区域的公交线路进行调研、规划，让公
交线网覆盖范围扩大到城市三环以外
各郊区、镇、村，实现村村通公交。

目前，郑州公交 12路线是较长的
公交线路之一，从火车站一直通向荥阳
乔楼，单边27公里，票价2元，刷卡还有
优惠，这条线路开通后，一直受到沿途
村民的欢迎，要比乘坐城乡公交便宜不
少。由于该线路运行线路长，实际执行
票价低，运营成本处于亏损状态，但是
为了让村民出行方便，公交公司不但没
有去算经济账，还根据沿途村民出行需
求不断增加车辆，从而让更多村民享受
到城市公交覆盖的便利。

完善城市功能，整合城乡公交市场资源

为方便群众出行，完善城市功能、加强城乡交流，促进社会经济发展，郑州公交在上街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上街区投资1000万元组建了“郑州
腾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公司于2004年12月1日正式运营，腾达公司先期投入无人售票车30台，在上街市区开通3条公交线路。

根据市政府关于整合出租车市场的要求，2008年，市公交总公司收编整合了5家出租车公司，目前公交出租车数量达到391台。同时与市交运集
团共同投资成立了绿城巴士公司，整合城乡公交市场资源。目前，已整合线路15条，城乡客运车辆达到188台，进一步拓宽和优化了服务结构与范围，
增强了服务社会的能力。

首届公交周成功举办，GPS调度系统全面推广

在2007年9月16日至22日，对于很多市民来说很新鲜——首届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周及无车日活动在包括我市在内的全国108个城市开展，我市
确定了36平方公里、占建成区面积12.8%的禁行区域，无车日当天道路交通状况显著改善。作为郑州市唯一一家国有大型城市公交企业，市公交总公
司举办了一系列活动。

巴振东介绍，在首届公共交通周期间，公交GPS智能调度系统和电子站牌正式启用，郑州公交总公司为主干线路上的2000台公交车安装了GPS车
载终端，GPS调度系统及电子站牌实现了对线路、站点、场站空间信息的实时把握，乘客可通过电子站牌、网站、车载电视、LED显示屏等各种形式了解
下一班车距本站距离、道路拥堵情况、线路公告等信息，节约了出行时间。自此，GPS智能调度系统开始在郑州公交全面推广。同时安装电子站牌800
余块，其中LED电子站牌142块，覆盖建设路、嵩山路、中原路、陇海路、金水路等主干道。目前，GPS已经在我市公交车上实现全覆盖。

同时，GPS还承担一项重要工作——与媒体联动，及时准确地为市民出行提供交通信息。

BRT一年运送乘客近7000万人次

从2008年开始，市政府就筹划BRT项目，并专门成立项目部，巴振东就成为该项目的负责人之一，从2008年9月28日，市政府第115次常务会议批
准到2009年5月28日建成开通总共8个月时间，是目前世界上建设同等规模快速公交项目实施周期最短的一条快速公交项目，也是第一条在二环线上
建成的快速公交线路。它创造了单程线路最长（主线全长31.8公里，加上8条支线112公里，共有143.8公里），主线、支线网络规模最大的国内“之最”，
也同时创造出了“郑州速度”。

快速公交“一主八支”线网长度为143.8公里，运营车辆220台，日平均发车3000余车次，日均运行4.6万公里，运送乘客22万余人次。其中主线日
均运送乘客13万余人次，平均运行时速度19.5公里；快速公交“一主八支”线网客流出行分担率已经占到郑州公交乘客出行总量的10%；平均每天有4
万余人次享受到同台同向免费换乘优惠。

5月28日，BRT落地郑州一周年，根据统计，一年来，BRT公交线网总运量达到6977万余人次，运营里程达到1640万公里，BRT凸显巨大的社会效
益。特别是在遇到恶劣天气和重要节假日时，快速公交的优势更加明显：如，在2009年11月13日郑州罕见暴雪，快速公交主线克服重重困难，日运送
乘客17.83万人次，快速公交线网当日运送乘客达到27.45万人次，占当日总公司总客运量的12.7%。

有路就有公交车，目标基本实现

“有路就有公交车”，城区道路建设到哪里，就把公交车开到哪里，巴振东介绍，在2007年首届公交周时，公交总公司承诺3年后市区有路就通公交
车，实现公交线路建成区全覆盖。而在去年11月，公交总公司发布消息，主干线路发车间隔为3到5分钟，市内一般不超过500米就会有公交车，“有路
就有公交车”的目标基本实现。

实际从2000年以来，企业通过银行贷款等方式，先后自筹资金15亿余元用于企业发展，平均每年购买新车520台，新开线路18条；新建公交场站
19个，总面积共计1300余亩；城市万人拥有公交车辆由1999年末的8.53标台增加到2009年的15标台，中心城区公交线网密度也由2.44公里/平方公里
发展到4.23公里/平方公里，确立了以火车站为中心点、纵横环线交叉的网状线路，形成了管理统一、协调发展的城市公共交通格局。

截至2009年底，市公交总公司有各种运营车辆4427台，运营线路228条，线路总长度3603.45公里，日均运营里程60多万公里，运送乘客220多万
人次。

提高服务水平，开展车长星级评比
近年来，在硬件水平不断改善的同时，市公交总公司不断提高软件水平，以人为本，不断提升公交服务质量。
在全公司开展“公交优秀全息管理”活动，在总结以往一系列“争先创优”活动的基础上，实行公交优秀全息管理星级服务评价考核制度，对一线车

长从车厢服务、行车秩序、遵章意识、安全生产、文明行为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评价考核，设置了三个星级，每个星级按照不同标准给予奖励。

BRTBRT在郑州开通已有一年在郑州开通已有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