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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优化交通出行体验，委员们建议：

红绿灯应让路口更“聪明”
人行道要对行人更“友好”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

车、路”三者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对城

市交通整体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何进一步优化市民的出行体验，增添

交通出行的“智慧底色”,来听一听委员

们的想法。

优化设置隔离带优化设置隔离带

一些城市道路中新增了隔离
带，对于维护交通秩序、缓解交通
压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大
量隔离带的建设也带来了一些问
题：有的路面本来就很窄，设置了
隔离带后，只要路面上有人行走或
骑行，后面车辆就无法通行；有的
隔离带距离居民小区出入口太近，
影响车辆正常拐弯进出，增添了交
通隐患。

市政协委员马卫明建议，相关
部门要结合城市道路交通流量，做
到科学规划设计；要完善隔离带设
置内部审批机制，充分评估安装隔
离带后可能带来的种种问题；取消
过窄路面隔离带设置，特别是对于
只有两车道，边上又没有人行道、
自行车道的，更应立即取消设置，
建设更加和谐宜居、更人性化的城
市。

严查超标电动车严查超标电动车

近年来，我市电动自行车保有
量逐年递增。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2 年 11 月底，保有量已突破
550万辆（含江阴、宜兴地区），其
中超标车约200万辆。根据无锡
市市场监管局于2022年 11月发
布的《电动车用电动机产品质量监
督抽查结果及消费提示》，不合格
率为10%。综合交通事故数据来
看，我市交通事故中涉及电动自行
车的占比17%，电动自行车事故中
死亡事故占比14%。

市政协委员王文进建议，市场
监管部门要加强电动自行车生产
质量监督，惩处非法改装行为。发
现电动自行车商家存在非法改装
行为的，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教育一片；生产厂家和销售经营者
要依照法规设计、生产、销售附合
标准的电动自行车。要通过加强
道路安全整治，进一步约束电动自
行车违规行为。“现场依法惩处，同
时开展普法教育”，王文进认为，需
倡导“处罚为主，教育并行”，从思
想上、源头上遏制电动自行车交通
事故的发生，真正做到电动自行车

“便民不伤民”，建立安全、文明的
交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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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换电模式
互为有益补充

现状：
新能源汽车发展不断提速，对充换

电设施的需求进一步增加。民革无锡
市委调研显示：2021年底，全市新能源
汽车保有量达到6.04万辆，全市共有公
共及专用充电站 605 座、充电桩 6388
个，私人自用充电桩22801个。充电设
施数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影响了新能
源汽车使用体验。

公共充电设施，主要集中分布在城
市主城区，外围街镇相对较少。面对新
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加，一方面，需
要继续加装充电桩；另一方面，部分现
成的充电桩长期不通电无法使用，造成
资源浪费。

建议：
截至2022年11月，无锡全年新建

公共及专用充电桩2511个，仅完成“十
四五”规划目标的9.6%。民革无锡市
委建议，继续将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建设
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提高发展数量目
标并明确分类目标。

除了增加充电桩，还需要提高充电
桩的利用效率。民革无锡市委提出，首
先要优化城市公共充电设施网络布局，
推进公交、环卫、城市物流等行业规划、
建设专用充电设施；其次是加快居住小
区设施建设，“有桩”小区提高利用效
率，“无桩”小区加快改造建设，或与周
边资源共享。

相较于充电模式，换电模式有利于
调整电网用电负荷，充分利用电网资
源。据了解，无锡市在2021年前没有
出租车专用换电站，2022年新建2座。
建议借鉴先进地区经验，以出租车专用
换电站建设为试点，以点带面促进换电
模式加快发展，与充电模式互为有益补
充。 （晚报记者 陈钰洁 冯成）

给城市交通
装上“智慧大脑”

现状：
不断增加的交通流量和长

距离出行需求导致城市部分道
路拥堵日趋加剧。市政协社会
法制委员会主任沈仲良认为，
交通信号灯控制是治理城市交
通拥堵问题的重要手段，在分
配道路通行权、调节交通流量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
部分板块建设的交通信号灯与
市级交警部门信号系统相独
立，无法统一联网，导致跨片区
信号灯“绿波带”难以沟通，道
路通行不畅问题突出。此外，
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
视频分析、雷达感知、边缘计算
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已在智能交
通行业得到广泛应用，但我市
对这类先进技术应用的投入尚
显不足，“缓解城市交通拥堵，
改善市民出行体验，应当从提
升城市道路交通数字化、智慧
化管理服务水平入手。”

建议：
市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建

议，市级层面要尽快出台交通
设施一体化管理意见，从顶层
规范全市各类交通设施的建
设、管理机制。同时，我市作为
物联网、车联网发展先行城市，
需全面提升路网全息感知水
平，可采取“小步快跑”战略，由
各级道路建设主体通过各类道
路新、改、扩建工程和道路更新
工程将道路感知系统建设纳入
其中，有序构建起覆盖全市的
全息化道路感知体系。

当前，如何将各渠道的数
据进行整合和分析成为构建智
慧交通的关键命题。市政协社
会法制委员会提出，我市大数
据部门、工信部门、交通部门、
城管部门、交通产业集团等相
关部门，应将交通数据资源向
公安交警部门进行汇集，多部
门联动，构建交通流量大数据
分析平台，用数据驱动城市交
通信号优化和出行服务升级。

确保人行道
“两人并行”宽度

现状：
近年来，无锡城市发展中

低碳环保理念日渐普及，“绿
色出行”成为市民共识。人行
道作为城市道路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功能不再局限于疏导
城市交通，更承载着营造城市
景观、展现城市风貌的重要作
用。

市政协委员张敏调研发
现，无锡城市人行步道在便捷
性与舒适性上不尽如人意，主
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空间尺度
不够，难以满足日常人行需
求，如健康路和崇宁路部分路
段除去行道树占用区域，剩余
可供人流通行的尺度仅 0.5
米，单人通过都有些勉强；道
路设施破损，影响城市景观，

“不少市民反映下雨天走在人
行道上，不小心踩上一块松动
的人行道板砖，污水飞溅。”

建议：
张敏建议，应对城市主次

干道人行道设置情况进行统
一调研。结合周边环境，对人
行道尺寸进行梳理，确保人行
道“两人并行”的通行空间。

“通讯电力箱柜、垃圾桶、标识
标牌等占用人行道通行空间
的配套设施应当迁移改造”，
张敏提出，建设标准不高、设
施陈旧的人行道铺装也需要
更新。不仅如此，对于存在安
全隐患的井盖和“蜘蛛网”等
附属设施，要全面消除井盖沉
陷、响动和井周破损等病害，
同步实施架空通信线地下管
道建设及线缆下地，对无条件
下地的线缆要进行统一理顺
归拢。

在满足日常人行需求的
同时，完善的便民设施也要跟
得上。张敏建议，要完善人行
道无障碍设施，提升整治座
椅、非机动车停放设施等公共
服务设施；其次要增加人行道
隔离桩等行人安全保护设施，
避免机动车随意驶入碾压人
行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