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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停乱放。图为北京大街沿线两辆电瓶车占用机动车停车位，

还有许多小型轿车竖着停车。 本报见习记者王凌云摄

图为市区某医院停车
场常年车满为患。

本报记者
李小然摄

□有感而发

社会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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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区停车难成民生话题

和美、天润、新玛特等商场和
市中心医院、 市中医院等泊车困
难，居民区、各类市场旁、部分学校
区域等泊车困难， 东方红大道、民

权大道、申城大道、四一路、申碑
路、礼节路、新华路、解放路等泊车
困难……车辆停泊难以及由此导
致的交通拥堵现象， 已成为我市
中心城区尤其是老城区的家常便
饭， 因此也成为市民近期街谈巷

议的热点。

对此，市民着急，市领导同样
着急。据《信阳日报》报道，近日，

市长尚朝阳主持召开我市城市停
车场建设工作推进会， 研究我市
城市停车场建设等相关工作，并
将停车场建设项目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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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市
政府十件实事之一。 停车难这一
事关民生的大问题， 已经进入了
市主要领导的视野。

随着城市交通的发展和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 私人汽车的数
量急剧增加，停车难、行路难已成
为世界各大城市面临的共同问
题。面对这一共同现象，各地既有
共同点，也有不同的地方。在记者
的走访调查过程中， 综合各方反
映， 由于停车难导致的车辆乱停
乱放， 是造成老城区交通拥堵现
象的主要原因之一。

按照畅通工程评价体系，每
100

台当量小汽车应有
20

个停车
泊位。 而据信阳市城市管理综合

执法局资料显示， 截至今年
5

月，

我市中心城区小型汽车保有量达
11.8

万辆，需停车位
23600

个，现只
有停车泊位

7200

个， 缺口
16400

个。

说起停车难， 在市中心医院
陪老父亲看病的王先生深有体
会。 由于医院内停车位紧张，王
先生只能将车停在距医院有相
当距离的路边停车位上，再搀着
腿脚不便的老父亲慢慢走到医
院。在同样有着密集人流量的商
业街区， 停车也是一位难求。这
让爱逛街的张女士在一个月内
“收获”了不少罚单。“不是不想规
范停车， 实在是围着和美商场转
了几圈，愣是找不到一个空位，都
停满了……” 张女士无奈地自嘲
“抢车位”技术不佳。

每天晚上
7

时左右，关桥桥头
的河中学门口常常有三、 四名
交警疏导交通。 “家长接孩子放
学，把车停在学校门口的路上，道

路被占了大半， 只剩窄窄的小道
让各方车辆通行”，顺着交警手指
的方向， 记者看到沿河的道路上
一辆辆车并排停放，已经停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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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而此时关桥的红绿灯口来往
车辆几乎动弹不得……

因停车难造成的种种问题，

给市民的工作与生活带来了诸多
不便， 这一事关民生的问题引起
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当
天举行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推进会上， 听取完各相关部门情
况汇报后，市长尚朝阳指出，加快
城市停车场建设， 缓解停车难问
题， 既要聚焦当前， 更要着眼长
远。目前，各相关部门正在积极协
作联动，全力落实相关工作，力争
让停车难问题得到缓解， 给市民
带来切实的便利。

一位难求 今天你的车停进去了吗

近年来，我市机动车保有量不
断上涨， 而公共停车位数量有限。

面对日益增多的车辆，现有公共停
车位早已无法满足当前需求。而迎
合市场的商业停车场如何管理？小
区内有位不能停、中心城区违规停
车的现象又如何规范？在停车矛盾
日益突出的今天，对违章停车是否
只能靠交警部门“一罚了之”？日
前，本报记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走
访探究。

现象
:

车位难求有车没
位出门难

“想去市区吃个晚饭
,

只能打
车。”张先生自己有车

,

但他宁愿打
车也不愿开车出门。“吃饭的地方
停车难，需要满世界找车位，有时
候在市区来回转十分钟都找不到
停车的地方， 连人行道上都停满。

如果违规停到了非机动车道，被罚
款就更麻烦了。”张先生说。

“我早上
8

点上班， 可是我得
6

点多从家里出发。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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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半后单
位对面的临时停车位就全没有
了。”邬女士告诉记者，为了能找个
停车位，她每天要比正常情况早起
一个小时。

我市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随
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拥有私家车的
人越来越多

,

停车难问题让不少市
民很头痛。“有车开不出去， 一怕
堵，二怕停。”刚拿到驾照的万女士
告诉记者，她最怕的就是停车。

家住某国有企业家属院的市
民告诉记者，去年至今，他所住小
区内新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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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辆车，停车难问题
突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去年下
半年单位将绿化带和荒废场地进

行整修，增加了近
20

个车位，还是
满足不了停车需求。“回来迟了，车
就得放到大路边。路边如果没有临
时停车位，违规停车还会被罚。”

“新小区现在也得争抢车位。

开发商把地下车位囤积一次性高
价出售，没有公租车位，我们的车
只能停在小区外面， 没有安全保
障。 随着以后入住人越来越多，连
外面车位也要抢。” 一市民反映在
羊山新区新购买的房子也存在停
车难问题。

据了解，现有的停车场，已经
无法满足停车需求。尽管有城市执
法人员引导和管理，仍存在有车无
处停，有位不能停的现象。记者走
访发现，我市市区内停车难集中分
布于老城区和老家属院内， 如：东
方红大道沿线、新华路沿线、中山
路沿线、解放路、申城大道、工区路
沿线等地， 重点分布在有学校、有
商场、有医院和有餐饮门店等人车
流量集中的地方。 典型区域有：和
美广场附近、 新玛特商场附近、市
中心医院、市中医院、市七中、市三
小、市十三小、市九中和小南门清
真街等地。

原因： 车多位少违规停
放等多重原因所致

按照畅通工程评价体系，每
100

台当量小汽车应有
20

个停车泊
位。 而据有关部门的资料显示，我
市中心城区汽车保有量和现有公
共车位数量

,

远没有达到畅通工程
标准

,

缺口明显。不仅如此，近两
年，私家车数量快速增加，与之形
成反差的是公共停车位则难以增
加，造成停车越来越难。据市交警
支队有关数据显示， 截至发稿前，

我市近两年新增小型汽车
7

万多

辆，市中心城区小型汽车数量已达
到
165264

个，但路沿石以下公共停
车位只有

1651

个，基本处于饱和状
态，已经无法再增加。

客观上，车多位少是停车难的
主要原因，也是目前困扰全国甚至
全世界的现实问题。一方面土地本
身就是不可再生资源，尤其是中心
城区，更是寸土寸金，这就好比分
蛋糕

,

分出一块少一块；另一方面，

随着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有车族越
来越多，原有规划根本满足不了现
存需求。在许多旧城区和老住宅区
的原有规划中，停车位规划滞后甚
至处于“真空”状态。

除此之外， 停车之所以更难，

还有诸多人为原因。新建小区开发
商为节省土地成本，不留公共停车
位或者租车位；为追逐利益最大化，

将地下停车位全部囤积， 再在居民
入住后一次性高价卖出。“我们小区
的地下停车位一个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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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元，

可以买辆车了。真的很无奈，有车不
能停，有位不让停，真是乱了套，希
望有关部门能管管。” 市民赵女士
呼吁加强高价停车位的管理。

违规停车，乱停乱放，让停车
变得更加困难。“我们觉得如果能
够规范停车，也能够缓解停车难。”

走访中，许多城市执法人员都有此
共鸣。有些人在公共停车位一车占
两位、堵住停车口、停在消防通道、

摆放障碍物没车也占个专属车位，

还有些店铺主在门口空车位上，赫
然屹立“禁止停车”四个大字。记者
在北京大街南段看到，一辆小车正
在寻找停车位，此时，已经没有别
的停车位，唯一的空车位上放了两
辆电瓶车。

占道经营，马路市场，也是停
车难的另一人为原因。 记者发现，

北京大街、统一街、广场路、鸡公山

大街等占道经营现象时有发生。
河区市政执法队队长杨雨亮告诉
记者，要解决占道经营和马路市场
问题，除了要靠日常执法，还要让
规划先行，包括停车位规划和农贸
市场规划， 对于日常管理也有好
处。“老城区的市政规划是基于当
时条件的考虑，种种客观原因也造
成了现有的停车问题。”杨雨亮说。

建议： 多方努力齐抓共
管形成文明停车共识

据悉， 在公共停车位管理方
面，路沿石以上的停车位，由市政
执法部门分管； 路沿石下的停车
位，由交警部门分管。另外，在路
沿石上的停车位设置障碍物等违
法行为也由交警部门管理。商业停
车场的建设审批由市政执法局主
管， 而管理经营则由企业负责；小
区内的停车场地规划由土地和规
划部门审批， 经营则由开发商负
责。 仅从这些权责分配上就知道，

要想解决停车难问题， 需要各方
共同努力。

从现在停车难的主因上看，要
想解决停车难问题，在新建小区和
道路的规划上， 务必从长远角度，

拉大格局， 在客观条件容许下，多
建公共停车位， 方便停车的同时，

也有利于道路畅通。

解决车多位少问题，除了从规
划上入手，还要开阔思维，创新停
车场建设。我市目前新型停车场建
设几乎还是空白。未来，创新公共
停车体系，恐怕是解决停车难的有
效途径。 一是可引进智能立体车
库， 在一个车位装上这个设备后，

原来的一个车位就变成了上下两
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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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车位。 该设备将对原有停
车位数量进行

1:1

的增容。 二是可

建设立体停车场，能在节约土地资
源的基础上，增加车位。

对于商业停车场收费标准，应
加以规范。一方面，相关部门对收
费标准加以把关，另一方面，要鼓
励引进科学管理系统，以智能管理
代替人工管理，避免乱收费等现象
发生。对于小区停车位“天价”出售
和租费标准也应该科学合理化。有
偿车位是市场缺口驱动所致，政府
部门应该在宏观调控中， 科学引
导，不能让占有优势地位的企业自
己说了算。在遵循价值规律的基础
上，应该本着惠民、利民的原则，既
不能让市场无力存活，也不能让管
理完全放空。

在执法上，职能部门不能“一
执了之”， 对于违规停车给以罚单
就算了事。对于可以适当增加停车
位的区域，应及时增加；对于停车
矛盾尖锐的重点区域临时停车，应
该以说服教育为主，毕竟道路畅通
才是最重要的。

除此之外，最重要的，仍然还
是提高公民素质，在全社会形成文
明停车的社会共识。 让一车两位、

暴力占位、乱停乱放、占道经营等
不良行为远离我们的生活。举例来
说， 设置障碍物占车位等行为，就
犹如灾难时逃生， 在现有的通道
下
,

大家越挤，越加剧逃跑的难度，

反倒是有序撤离，能让更多的生命
得到安全保障。因此，在现有情况
下，达成停车秩序共识，对于缓解
停车难是有好处的。 共识的第一
步，是要明确公共车位是大家共有
的，每个人都有权利去停。所以，任
何占用停车位的做法，都是违背原
则，是不道德的，应该受到谴责。

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在停车
时，多一份利他之心，多一点同理
之心，也许，停车就没有那么难了。

公共停车位 到底属于谁

近年来，随着我市机动车数量
的增长，停车难问题令许多车主十
分头痛。然而，记者发现在我市多
条路段，许多商家将自己店铺门前
的公共停车位占为己有的事情屡
见不鲜。

在我市主城区的解放路、民权
路、北京路等多条路段，有不少商
家在没有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
私占店铺门口的公共停车位，他
们用停车锥筒、 板凳或者其他杂
物将公共停车位封锁起来， 再标
上“专用车位”“禁止停车” 等字
样， 不在自己家店铺消费就不允
许停车， 导致想要将车停在这里
的车主只能另寻他处。

市民冯先生告诉记者，在北京
路上他刚把车停在路边的停车位
上，一家商户的工作人员就上前告
知：“商店门口不准停车，如进店消

费，可临时停车。”当冯先生质疑这
是公共停车位时，该工作人员以车
辆停在商店门口会影响生意为由，

阻止他停车。而且这种情况不是个
例。“有车位不能停， 要舍近求远，

有时因为急着办事把车停在没有
停车位的路边还要被贴罚单，真是
郁闷。”冯先生无奈地说。

这种行为到底合不合法？路
边停车位的使用权到底属于谁？

带着疑惑， 记者来到河区城管
监察大队， 该大队队长杨雨亮告
诉记者， 不管是路沿石以上还是
路沿石以下， 只要是用白线规划
的停车位都属于公共停车位。临
街商铺门前的停车位也是城市道
路的附属设施，都是公共资源，绝
对不允许被某些商户私占， 更不
能对停车位收取任何费用， 这种
行为是不合法的， 车主停车时如
再遇这种情况可以拒绝， 或者向
有关部门举报。

破解停车难

需全社会共同努力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
居民购买力的不断提升， 汽车日
益在大众中普及。与此同时，停车
设施供给不足问题逐渐凸显，已
成群众关心、关注的焦点，停车难
成为新一代的城市病。

车辆无处停放， 给车主们带
来很大的困扰。停车耗费的时间成
本降低了出行效率，因停车困难带
来的不良情绪也削减了幸福指数。

由于找不到地方停车，不少车主转
而挤占车行道和人行道，这又给行
人和其他交通工具的正常行驶带
来不便，侵犯了他人的路权。同时，

车辆乱停乱放给交通秩序的维护
与管理也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面对“停车难”这个世界性难
题，各地都在积极探索。缓解停车
难问题，须从根源找途径。停车场
在城市建设发展中先天不足，机
动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与停车场
建设的相对滞后形成矛盾。 而现
实告诉我们， 见缝插针式的划设
停车位，在汹涌而来的汽车时代，

对于应对停车难问题如同隔靴搔
痒。科学编制、布局合理、规模适
当的停车场， 理当适应市民停车
的需要， 而不是随意地又去挤占

其他的空间。

对此， 政府已经展开深入调
查研究，进行科学谋划，广泛听取
群众意见建议， 并将开展停车场
建设项目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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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政府十件实
事，重点予以推进实施。

在政府为此努力的同时，市
民是否也应给予积极配合？ 遵守
交通规则出行是城市文明的标
配， 但不少车主交通法律意识淡
薄， 总是从方便自我的角度参与
交通活动，图省事、怕跑路，习惯
乱停乱放， 导致原本有限的公众
停车位利用率低。 还有许多沿街
商家对路面临时停车泊位的作用
理解不够， 将许多路面临时停车
泊位当作自己的私家停车位使
用，长期占用临时停车位。种种不
文明行为， 使得原本的停车不易
难上加难。

缓解停车难问题不是某一个
部门某一家的事情， 这是一个社
会问题， 必须由全社会配合才能
逐步好转的系统工程。 解决问题
的关键，要靠建设和管理，要靠理
性探索和积极动作， 更要靠全体
市民文明素养的不断提升。由此，

才能实现人车和谐、道路畅通、停
车无忧， 从而充分享受汽车给我
们带来的便利。

编者按：交通作为城市的主
要功能和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
之一， 是连接城市的重要纽带，

也是为城市发展运送人流、物
流的重要通道， 事关城市经济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城区
交通既是一个城市文明的重要
窗口， 也是树立城市良好形象
的重要标志， 它不仅关系城市
公共交通安全， 影响城市品位
的提高

,

人民幸福生活指数的
提升， 更是关系人民群众切身
利益的重大民生问题。然而，由
于城市的快速扩张， 外来人口

的大量涌入， 机动车的加速增
长， 加之老城区的历史原因和
规划布局的相对滞后等， 造成
的道路拥堵与停车难现象，已
经制约着城市的发展， 影响着
市民的工作和生活。对此，社会
各界都在思考、分析、谋划，力
图解决困扰城市发展的交通瓶
颈。对此，本报《社会周刊》力图
通过全方位的实地采访与调查，

推出“破解老城区停车难问题”

的专题系列报道，以期对我市中
心城区建设的健康和可持续发
展有所裨益。

图为商户在公共停车位立起请勿泊车的牌子。

本报记者李小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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