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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园洲工业园区

本报讯（记者 朱榕）记者从福
州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为方便晋
安区福兴经济开发区职工通勤，我
市拟于本月开通一条服务园区的通
勤专线。这将是福州探索公交网格
化管理后结合产业园区职工出行需
求开通的又一条通勤公交。

今年，我市交通运输部门在
福州软件园、金山橘园洲工业园
区、福兴经济开发区 3个工业园区
试点公交网格化管理，形成行业
管理部门、福州市规划院集团有
限公司交通院（以下简称交通规
划院）、公交企业与园区管委会建
立直接对接关系的网格化服务机
制，并成立联络工作群，开展用户

需求调查和客流分析，旨在最大
化对接通勤需求，提升产业园区
交通配套。

何为网格化管理，和以往“一
区一策”有何区别？市道运中心公
交科相关负责人介绍，网格化的提
出，和“一区一策”的理念一脉相
承。相较“一区一策”，网格化管理
针对的区域更小，从以城市新开发
组团为单位，细化到需求较为集中
的大型住宅区、产业园区等重点区
域。此外，网格化管理把线网规
划、运营、管理部门下沉到网格，和
网格管理单位直接对接，便于开展
调查、成效跟踪、实时反馈等，线网
调整可更精准。

公交精准服务 通勤幸福升格
本报记者 朱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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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良好的通勤条件，是青年人
落脚城市的一个重要指标。公共交
通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通勤友好度。

调查显示，通勤时间和幸福感
有着极大关联，45分钟是幸福通勤
的临界点，45分钟以内通勤比重达
到 80%是改善城市人居环境的重要
目标。

今年，我市交通运输部门在福州
软件园、金山橘园洲工业园区、福兴
经济开发区 3个工业园区试点公交
网格化管理，解决产业园区公共交通
配套短板，提升“幸福通勤”指数。

实施网格化管理后，开通了哪
些线路，成效如何？记者前往三个
工业园区一探究竟。

在福兴经济开发区，交通规划
院目前正开展第二轮出行问卷调
查。交通规划院规划人员薛朝升介
绍：“两轮共计发放 600 份电子问
卷，覆盖园区大部分企业。根据需
求，我们初步设计了一条地铁接驳
专线并确定行驶走向、停靠点，还在
详细论证趟次、运营计划等。”

福兴经济开发区位于晋安，片区
人口达 2万余人，半数为企业职工。
近年来，开发区通过标准化提升，一
批园区、路网、租赁房陆续交付使
用。地铁2号线、4号线开通后，片区
迎来“双地铁、双站点”的配套跃升。

福兴经济开发区相关经办人林
先生介绍，片区企业职工对公共交
通出行依赖较大，部分企业反映个
别公交线路站点因征迁等原因取消
了，直接影响附近企业职工的日常
出行，管委会了解后立刻出面协调
道运部门，迅速恢复了线路设点。

“没想到，今年交通运输部门主
动上门征询意见。”林先生说，“企业
非常踊跃，通过座谈、问卷提了不少
意见。”

薛朝升介绍：“第二轮问卷反映
的问题集中在通勤时间长、候车时
间不稳定、换乘不方便、停靠点距目
的地较远等方面，这是开发区内三
个园区存在的共性问题。”

以麦克赛尔公司为例，企业反
映门前道路预留公交站点未启用，
员工需多走数百米到福光路站上
车。宏捷物流反映正对的埠兴路未
设公交站，租户陆续入驻让出行不
便逐渐凸显。

针对以上问题，交通规划院运
用可视化地理信息软件，设计了一
条双地铁接驳线，串联地铁 4 号线
横屿站、地铁 2号线上洋站，沿福兴

大道途经多家企业、厂房，尽量将站
点设在大门、主要出入口。“线路有
一半站点属新增，可惠及11家企业、
产业园。”薛朝升介绍。

福州软件园晋安分园距地铁横
屿站约 1公里，园内集聚了喜相逢、
中信网安等 20余家高科技公司，员
工以高科技人才、青年人才为主。

中信网安研发部经理翁武焰告
诉记者：“从软件园晋安分园出发，
步行 4分钟就有福光路公交站。以
后接驳专线开通后，出门坐公交就
能直达地铁站口。不要小看这一点
改变，通勤便利度，很大程度能影响
年轻人的选择。”

公交通到门口，并非很多市民
认为的“多往前开一段”“多投几辆
车”那么简单，需要综合考虑客流、
道路、场站和运营条件。

“车辆的调度、停车、发车、充电
都需要首末站，以前我们想开通新
线，但实地踏勘发现没有保障设施，
公交只能临时停靠、违规停靠。”市
道运中心公交科相关负责人表示，
随着场站用地规划同步纳入市政规
划和道路建设前置环节，公交夜间
无站停靠、无地周转现象极大缓解。

以福兴开发区为例，近年周边
新建福新枢纽站、宜家南侧停车场
等大型停车场，新建道路也预留站
点，这些保障设施为线网优化扫平
了障碍。

昨日上午7点半，在福州软件园上班的娜
娜走出地铁凤凰池站，前方福大北门公交站
内，地铁接驳 28号专线早已等在站内。上车
不到 3分钟，公交就朝软件园出发，18分钟后
到达鲲鹏大厦站，娜娜走了一小段路就到达公
司。

“以前为了赶公交，每天6点半就要起床，
现在有了地铁 4 号线，路上的时间大大缩短
了，每天能多睡20分钟。”娜娜说。

接驳 28号专线是全市首条采用智能排班
的接驳专线。规划部门通过现场调研、问卷
调查和手机信令大数据分析，结合通勤园区
潮汐特征采取智能排班，调度平台实时掌握
地铁到站时间，基本实现“地铁一到，公交即
走”。

近年来，大数据在公交线网中发挥了越来
越显著的作用，尤其是手机信令数据应用，便
于规划人员准确掌握客流流向、位置、规律。
福州软件园公交系统的完善，是大数据应用的
一个生动案例。

手机信令数据是通过用户手机和基站的
信息交换来确定用户空间位置的数据，能够精
准记录用户移动轨迹，由此生成的热力图，可
显示区域客流密度。“我们借此掌握了软件园
片区职住分离现象，并发现五四北片区的通勤
需求。”薛朝升介绍。

福州软件园约有3万职工，职住分离现象
明显。园区一位管理人员介绍，2020年前，只
有 49路贯穿园区，跨区出行职工经常要转两
趟公交，路上就要1.5小时。

不到4年，福州软件园公共交通迎来大升
级，累计开通 6条通勤快线、3条接驳专线，另
有9条常规线路连接各主要道路，辐射覆盖荆

溪组团、五四北组团、金山组团、大学城组团、
东二环片区等，和地铁1号线、4号线接驳。目
前管理部门针对软件园职工上下班时间，调整
通勤快线 11运行时间，从早晚各发车一次增
至两次。

研究显示，通勤时间和幸福感之间有着极
大关联，中心城区通勤人口中单程距离小于 5
公里的通勤人口比重是衡量城市职住平衡和
通勤幸福的指标。5公里以内通勤比重越高说
明城市能够就近职住、绿色出行、拥有幸福通
勤体验的人口比重越高，60分钟以上通勤被视
为极端通勤。

45分钟是幸福的临界点，通勤快线的开通
从侧面印证了“45分钟理论”。福州软件园开

通的 6条通勤专线，线路平均长 13.6公里，单
趟用时不到 1小时。薛朝升介绍：“这几条通
勤快线开通后，客流是持续上升的，证明通勤
线路满足了人群需求。”

研究显示，公交早晚通勤客流占了全天
40%，从“一区一策”到网格化管理，大数据时
代的线网优化更加精细、精准。

福州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城中
产业园通勤特征明显，需求集中，对时效性要
求高，网格化管理在职住平衡、绿色出行等方
面可发挥作用，且效果较为明显。接下来，交
通运输部门会把公交网格化管理应用于更多
园区、学校、医院等区域，为绿色、韧性、宜居城
市建设贡献公交力量。

仓山橘园洲工业园区（橘园洲智能产业
园）距最近的橘园洲地铁站还有1.5公里，为方
便职工出行，园区门口设“三环纵一路口”站。
2019年，地铁接驳 5号专线（橘园洲港湾站—
淮安高沙）开通，园区职工乘坐地铁到桔园洲
站下车，坐上专线就能直达园区门口。

智能产业园面向三环路呈狭长状分布，以
“向天要地”形式聚集了星网锐捷、宝宝巴士等
近 30家智能产业头部企业，是福州创新型产

业园区建设样板，园区A、D、B地块已先行
启用，职工人口增多。去年康驰新巴士公
司在该线路采取“变距调度”运营模式，在

早晚高峰期使用8.5米车型、平峰期使
用 5.99米微型公交，精准匹配实时客
流和地铁时刻表。

家住晋安的职工小许深有感触地

说：“公司从闽侯搬到橘园洲后，乘坐地铁2号
线反而不便，还好 5号接驳专线公交开通了，
经过调整，高峰期坐车方便多了，极大节省了
通勤成本。”

今年5月，另一条服务园区的通勤快线23
（桥南—三环路纵一路口）开通。线路强化金
山片区和橘园洲的交通联系，在工作日开通，
早上从桥南发车、傍晚从园区发车，每日四趟
次，实行“点到点”公交服务。

该线路有两大特点：响铃式停靠，无人上
下车不靠站，大幅提升通行效率；按需响应，除
常规发车外，员工可在“康驰快巴”平台提前预
订公交，达到一定人数后排班发车。“快巴最高
可连续预约一周，实行定线、不定站、不定时方
式。”康驰新巴士公交经营管理部负责人介绍。

7月 22日，地铁接驳 5号专线开通了智能

产业园D区站（响铃停靠），职工小刘说，公司
就位于前后两个站点之间，设了招手即停站
后，每次可少走400多米。

薛朝升介绍，线网优化过程中，不管是车
型配比、班次计划、停靠方式都以实际客流需
求为依据。

对职工来说，精准调度缓解了高峰期“等
车慢、车厢挤”的困扰，对公交企业来说，按需
运营可节省运营成本，康驰新巴士经营管理部
工作人员对“大小车搭配”的模式做过成本统
计，“仅将10米大车更换为7米小车，车辆购置
成本能节省约 20 万元，每公里电耗可降低
20%，事故率也同比降低30%”。

对社会整体效益而言，“按需响应”可节省
社会公共运力，将有限的公共资源用在刀刃
上，打造高效、低碳、便捷的公交通勤网络。

“双地铁”接驳
惠及多家企业

按铃下招手停 根据需求开行

福州软件园 大数据加持 地铁到站公交发车

福兴开发区

地铁接驳
24 号线乘客可
按铃下车。

本报记者
石美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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