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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窃 上班路上真烦心
市民许先生每天骑!公里自行车到广兰

路乘轨交二号线前往张江上班，因怕自行车
丢失，他特意将车子停在监控探头拍得到的
区域。"月#$日，他下班从轨交站出来，却怎
么也找不到自己的自行车。确认车辆失窃
后，许先生无奈地拨打##%，接警的民警告知
他，这一带是重点监控区域，车站外常有非机
动车失窃。

像许先生这样骑车出行换乘地铁的市
民，最头疼的事就是车辆失窃。昨天上午&时，
在##号线三林东站外，记者遇到了正在锁车
的张先生。他把车横靠在马路旁的栏杆上，插
上后轮的车锁，又从车筐里拎出一条锁链，把
自行车前轮和人行道护栏拴在一起。他的自
行车周围，已经零散地停放了'%多个“邻居”。
张先生说，他通过这种换乘方式上班才!个
月，已经被偷过一辆车。

张先生把在这里停车形容为一场“战
斗”———出口外有一条十分狭窄的人行道，
一旁有专门开辟的非机动车停放点。不过，
张先生并不愿意将车停在专门区域，宁愿锁
在人行道上。“最好能把车子横靠在栏杆上，
这样非常安全。不过每天过了&时半，好位置
就占完了，晚来的只能和别的车肩并肩地挤
在一起了。”记者看到，陆续停放的车主果然
都选择了和张先生一样的方式，将自己的爱
车“五花大绑”地锁在路旁的栏杆上。

&时!%分许，人行道上横七竖八地停放了
数十辆自行车，近一半的车都有两把锁，护栏
已经成了“锁车桩”。一位骑车人来到站口，发
现自行车已无栏杆可倚靠，他掉头骑车向马
路对面，“虽然远点，还是把它锁对面的栏杆
上，这样放心。”

混乱 无主车辆占场地
&时$"分，记者来到轨交(号线高青路站，

非机动车已沿着人行道两侧排列得满满当
当，行人必须“七绕八弯”避开重重障碍才能
勉强通过。一些车主用铁链子将自行车绑在
护栏、树上，但更多的自行车已倒伏。一位年
轻车主或许是上班要迟到了，见附近已无处
停车，匆忙将自行车把一甩，迅速锁好，飞奔
进站，全然不顾他的自行车已停到了白线外。

记者发现，虽然距离出口#%多米远处就
有一个非机动车停车点，但大部分场地却被
“无主车”占据，白白浪费了大量公共空
间———这些车辆“灰头土脸”，停得东倒西歪，
一看就是很久没人使用。一些卖早点的摊贩
则把停车点作为依托，做起了早点生意。

记者随后又来到轨交)号线高科西路站。
路口的!个出入口，一处有人看管，车辆停放
还算整齐；而无人看管的出入口，情况就截然

不同：一些非机动车辆不是靠在墙头，就是骑
于绿化带上，而一旁的灯杆、交通指示牌等公
共设施也被充分利用，成了“锁车桩”。记者看
到，停车区域不少被三轮车占据，一些体积较
大的三轮车车身在线内，但车尾在线外，侵占
了部分人行道，给通行带来了很大的阻碍。

傍晚$时，记者来到轨交&号线虹口足球
场站，'号口有专人看管非机动车。由于车辆
数量多，人行道被全部占据，留出的空间仅能
一人通行，每辆车更是紧密相连。一名男子正
在努力将自行车从“车阵”中取出，他的车被
两侧的车卡住了，虽然他小心翼翼地摇晃着
车把，但是一不小心，还是将像多米诺骨牌一
样的“车阵”弄倒了。男子无奈地将倒下的自
行车一辆辆扶起，后得到管理员帮忙，总算取
出了自己的车。记者发现，与之相隔一条西江
湾路的对面人行道上，数十米长的自行车阵
霸占了人行道，放眼望去十分凌乱，行人不得
不与非机动车争道，险象环生。

记者随后又走访十多个轨交站看到，一
些大站外，有专人看管车辆并收费，管理员会
引导车主停放整齐，如)号线新村路站、#号线
马戏城站等。但因人行道场地有限，非机动车
几乎将站外空地全部霸占，还是给通行带来较
大影响。另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凡是有人看
管的非机动车集中停放点，附近马路必是乱停
放的“重灾区”，如)号线新村路站。自行车管理

员姜师傅道出其中原委，因停车要收费，自行
车%*"元+天，助动车#元+天，那些不愿付停车费
的车主便将车停在较远的人行道上。

药方 基础设施待完善
记者发现，不少市民都知道，随意停放自

行车不仅自身车辆的安全得不到保障，而且
也影响周边环境。市民王先生说，他每天上下
班都骑自行车换乘地铁，但是站口没有自行
车专用停车点，只能把自行车停放在路边，锁
在护栏上甚至是树上，每天都提心吊胆地怕
自行车被偷。“我知道自己这样做影响市容，
但是我真是没有别的办法。”
“即便有人管，有时还要遭遇很多难处。”

黄浦区车辆停放管理公司相关负责人秦先生
对此深有感触。他说，黄浦区的做法是，在轨
交站外设置临时停车点和管理员，且停车不
收费，由管理员帮忙看车、存取车。但尽管大
部分地铁站外的人行道上，都有白线划分的
非机动车停放区，也仍然有不少人习惯“到了
目的地，车一扔就走人”。这种文明意识的缺
失，给管理工作带来阻力。秦先生说，许多自
行车主没养成规范停车的习惯，对管理行为
也不理解。“有的人认为停在那里无所谓，将
车一搁就走，影响到别人也不管，我们好言相
劝他也不领情。”

轨交站外非机动车存放问题由来已久，

有市民指出，管理部门不妨根据每个站的特
殊情况入手，在一些细节上考虑得更加周到。
比如，现在基本上所有的轨交站外都划分了
非机动车停放点，但因配备管理员的站不多，
车辆乱停乱放是常态，客观上会阻碍通行。在
提倡绿色环保出行的今天，应该在更多的车
站设置停车引导员。其次，不少公共的停车点
被大量无主车占据，长期无人使用，不仅浪费
资源，还影响市容市貌。既然非机动车停放点
已实行属地化管理，当地政府就应按相关规
定定期整治“无主车”。

设施规划也有值得改进的地方，如安装
的停车架应当不仅停得了自行车，也应塞得
下略大的电瓶车；而一些人行道本身狭窄，其
实不具备停放非机动车的条件，一旦划线停
放，导致人行道被占用，不规范停放还“殃及”
盲道，来往行人只能绕行到机动车或非机动
车道上，这显然违背了非机动车辆停放管理
的初衷。因此，管理部门能否在整治和管理方
法上多融入一些科学性、人性化的思考，更大
程度地考虑市民出行的实际需要。

无序停放乱哄哄 车辆频频遭贼窃

轨交站外存取自行车像!战斗"

! ! ! !今年 !月! 虹桥地区试行公共自行车

租赁服务! 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与永久

自行车公司合作! 在地铁 "号线娄山关路

站"地铁 #$号线伊犁路站口设置车辆集散

点!在虹桥地区 #$幢重点楼宇附近设置服

务点!形成一个包括 #"个站点的区域交通

微循环服务系统#

这项系统刚落地!尚无法检阅效果!但

受到不少白领欢迎$

由于受站点设置% 道路条件等多种因

素制约!地面公交及轨道交通在解决&最后

一公里'出行上!存在服务盲点!把公共自

行车系统作为补充是一项有效的探索措

施$ 上海市公共自行车系统采取区域发展

的模式!以闵行区为例!"$$%年底起提供免

费的公共自行车服务! 为居民提供从地铁

站点%大型卖场等公共场所到小区内的&短

驳'服务$ 然而!让不少市民拍手叫好的这

项便民举措! 在 "$#& 年 ' 月底彻底告别

&无条件全免费'的格局$ 新方案中!每次用

车时限为一小时!超时未还的!运营方永久

公司将从备付金中扣除每小时 #元% 全天

最高不超过 #$元的费用$

曾经引以为自豪的&全天候%全免费'公

共自行车项目到底出了怎样的问题( &年多

来丢失千辆自行车!不少公共自行车变成了

&私车'!还有些车被随意丢弃路旁!风吹日

晒!损坏严重#借车人少了责任心!而运管部

门又缺乏对其有效约束!导致公共自行车租

赁系统的推出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自行车网点分布不均%车位数少%租赁

办卡麻烦等等! 也是实际出行中会遇到的

状况# 几年前!中山公园站曾启动公共自行

车租赁!但一直以来颇为冷清!一天最多只

能租出去五六辆) 杨浦区也曾推广过该系

统!但租赁点太少!而且只能原借原还!因

此少人问津#

作为公共交通系统必要的辅助!如何发

展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还有很长一段路要

走#只有轨道交通%地面公交和公共自行车%

出租车互为补充! 形成混合的公共交通系

统!这样才能构建绿色交通%和谐交通#

随着上海轨道交通多条线路
的联网贯通，乘坐地铁上下班的
市民数量庞大，不少人都会骑自
行车、助动车从家到附近轨交站
之后转乘轨交，解决“最后一公
里”的问题。这种绿色环保的
“B+R（bicycle自行车 +railway
轨道交通）”的出行方式，既方便
又省钱，因此轨交站周边存放非
机动车的需求很大。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站
点因缺乏合理规划和有效管理，
车辆频遭贼手，而无序停放的非
机动车更是阻碍了周边通行。

城市换乘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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