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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如果有好的建
议、经验做法，欢迎拨打
本报热线88300000 或者
给本报微信公众号留言。

互动

公交站名为城市形象起到
标识作用，也是一种“城市气
质”。无锡公交集团场站建设管
理相关负责人说，站名和实际点位
出现差异，一方面是因为某些道路
等市政设施名称变更，或是企业单
位搬迁，公交公司有时无法及时
掌握。另一方面，站名更改看似
简单，但实际上要对沿线途经的
每个站点、公交车线路图及报站
器全部更改。考虑到牵一发而
动全身，站名一般不轻易变更。

据了解，自2008年无锡市
交通场站建设管理公司成立以
来，锡城对公交站名进行了多次
调整。针对现有部分不合理的
公交站名，同时为了深入挖掘地

域文化，提升无锡文化软实力，
近期无锡公交集团首次大范围面
向公众开展公交站台命名合理化
建议征集活动，重点就市政府、火
车站等标志性建筑、著名景点、人
文景观等地理实体周边的公交站
点命名广泛征求市民建议。

目前，无锡公交集团正在对
市民的合理化建议进行整理和
汇总，并邀请专业人员评议，对
合理的公交站名将予以采纳和
落实。下一步，无锡公交集团还
将开展“公交站台文化”“公交特
色服务”等系列配套活动，全力
升级公交站台文化体系，优化市
民出行体验感。
（晚报记者 蔡佳/文 还月亮/摄）

你有被你有被公交站名“绕晕”过吗？
该如何命名才方便于民又凸显“气质”

单位早已搬走，公交站名却没变；车站与真实地名距离太远；
不同站点却有相同名称……连日来记者走访时发现，锡城个别公
交站名让人有点儿摸不着头脑。

公交站名除了有很强的指示功能，也是一个城市的名片和文
化符号，折射城市管理精细化程度。如何让站名与公共服务相适
应，实现“便民最大值”？

现象一：名不副实
市民朱先生每天乘坐128路公交到大通

路（立信校区）站，他认为这个站名不合理。
“位于东 的立信校区已搬迁至藕塘职教园，
原立信校区改为无锡市教师发展学院。”朱先
生说，除了128路，该站还有131路、138路、
160路、359路、快6线等多条线路途经，这里
的公交站名继续沿用“立信校区”，对于熟悉
当地情况的本地市民可能影响不大，但一些
外地乘客就容易坐错车次。

同样“名不副实”的还有26路、83路途经
的“无锡艺校”站，几年前无锡艺校已搬迁至
藕塘职教园，继续使用原站名对乘客会产生
误导。从地图上看，两地直线距离就有5公
里，如果乘客坐公交跑错地方，再转乘公交到
藕塘职教园需50分钟左右。

现象二：让人烧脑
不少市民反映，锡城最让人“烧脑”的公

交站名要数火车站。目前，火车站公交站名
存在火车站、汽车站、中央车站等“一站多名”
问题，让不少本地市民也犯迷糊。

“无锡火车站有北广场和南广场，南广场
又分东广场和西广场，到火车站的公交线路
有数十条，像626路、83路等线路公交车头只
标明‘火车站’，究竟是到南广场还是北广
场？是到南广场的东广场还是西广场？”市民
李文深建议火车站的公交站名以“×广场+路
名”的形式命名，更加精准化。

现象三：一名多站
走访中记者还发现，还有一些“糊涂”的

公交站名常常让人“懵圈”，比如两个站点虽
然都叫一个名字，但相距甚远。例如此前贡
湖大道有个东 站，锡南路上也有东 站，但
两地相差数公里，乘错车要走不少冤枉路。
经反映，无锡公交集团已将两个站名分别更
名为东 站（贡湖大道）和东 站（锡南路）。

还有市民认为观山路（立德道）站的命名
不够准确。观山路（立德道）站设置在立德道
上，从距离上看，该站离方庙路较近，离观山
路较远，改为方庙路（立德道）会更加合理。
而且，现在已有一个公交站名叫做“立德道
（观山路）”，和“观山路（立德道）”容易混淆。

探讨——
公交站点到底该如何命名？

受民政局委托，无锡地方志
专家郁有满编纂了新版《无锡市
地方路》。作为无锡地名研究会
的专家，他在编纂过程中深感无
锡路名变化之大。“近20年来随
着城市改造拆迁、自然村合并，
光是无锡的郊区和农村就消失
了几千个地名。”郁有满说，地名
变迁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尤其对
公交行业的影响更为显著，如何

跟上变化形势成为一门新课题。
在郁有满看来，公交站命名

应对接区划地名处、地名协会等
相关部门和机构，同时要实地调
研，听取百姓意见。“总体来说，
公交站命名有4个重要原则”，
郁有满说，首先要遵循地域历史
文化，尽量用老地名，有些站名
背后可能有一段历史故事，记录
了城市的发展变迁。其次，公交

站名的命名应征求社会公众意
见，不能“闭门命名”、自己说了
算。第三，尽量不要以单位名来
命名，随着城市的变化，一些单位
出现更名或搬迁，如果公交站名
不跟着改，市民可能会坐错车，如
果跟着改名，这种频繁变换同样
不合理。第四，公交站名要有明
确的指向性，尤其是在道路交叉
口，一定要细化具体位置。

公交站到底该如何命名？
谁说了算？从市交通运输局了
解到，目前无锡没有关于公交站
命名的专门文件，现有公交站命
名是企业行为。

无锡公交集团场站建设管

理负责人周宇明表示，目前市区
共有4000多个公交站台，80%
的站名以路名命名，其次是特色
景区、重要建筑物。“公交站名主
要遵循合法性、实用性、准确性、
唯一性、稳定性、延续性、简洁性

七大原则。”周宇明进一步解释，
公交站的命名应有内涵和外延诠
释，内涵要体现命名的深义，外延
要具有便于传播特性。同时，命
名应简洁通俗醒目，尽量避免使
用生僻字，一般不超过8个字。

部 门 回 应：站名一般不超过8个字

专 家 声 音：明确指向性勿闭门命名

部分市民建议

1、“西漳公园”更名为
“西漳公园（江南蚕桑博物
馆）”。西漳公园的前身是西
漳蚕种场，曾是苏南地区最
大的养蚕场，公园内现有江
南蚕桑博物馆，增加站名可
提高知名度，传播蚕文化。

2、“蠡湖隧道”更名为
“ 蠡 湖 隧 道（高 攀 龙 纪 念
馆）”。高攀龙是无锡籍重要
文化名人，其纪念馆位于蠡
湖隧道站附近，增加站名既
是纪念，也有利于吸引游客。

3、图书馆是城市的文化
地标，建议用作公交站名，

“锦明路（文华路）”离图书馆
最近，可以改名。

4、“祝巷”更名为“祝巷
（李金镛故居）”。李金镛是清
代开发漠河金矿第一人，李金
镛故居在“祝巷”站附近，增加
站名可吸引和方便游客。

5、蠡桥站离蠡桥很远，
可改为“运河外滩”站。

动作——
首次大范围开展站名优化调整

市 民 心 声：充分挖掘地域文化元素

观察——
那些不合理的公交站名

作为无锡公交候车亭巡查
团成员，陶浩明一直关注公交
站的设置和管理。“公交站是公
共服务设施，不仅满足出行需
求，对于外地游客来说，一定程
度上充当着‘导游’作用。”陶
浩明说，无锡是中国民族工业

的摇篮，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国家重点旅游城市，但“公
交站名却缺少特色文化和历史
风俗”。

他认为，公交站名应挖掘
历史文化和地标元素，反映出
本地的人文、自然特征，体现

城市固有的文化传统及地缘特
色。就好比乘公交车去惠山古
镇，要在“龙光路（古华山路）”
下车，但惠山古镇的知名度远
大过龙光路。他还建议将无锡
博物院、无锡市图书馆、巡塘古
镇等作为公交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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