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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开车去市区万顺达广场购物的李女士惊喜地发现，市委
原办公区域变成了停车场，这个路段停车再也不难了。“之前开着车
来回穿梭，寻寻觅觅、兜兜转转，还找不到一个停车位。 无奈之下停
在人行道上，还担心被交警贴条。 因为停车难，我很久没来这里了，
如今，新增的停车场停车位多，终于可以放心购物啦。 ”李女士开心
地说。

停车难是现代城市病之一，它不仅制约着城市品位的提升，也考
验着城市的综合管理能力。 近年来，周口市委、市政府按照“政府主导、
统筹规划、建管并重、集约发展，改革创新、社会共治、便民高效”的原
则，出台一系列政策，对症下药，全力破解停车难问题，成效初显。

把堵心事变成舒心事
———周口中心城区全力破解停车难问题纪实

□记者 徐启峰 邱一帆 文/图

������说起停车难，很多车主都有牢骚。
家住牲口市街的梁女士说：“我有一天
晚上加班后回家，小区没有停车位，路
上也横七竖八地挤满了车， 最后找个
地方勉强停下， 第二天早起发现车被
剐蹭了，补漆花了几百元，太委屈。 ”

市民刘先生去年家里有人生病，
他开车去中心医院送病人， 找不到停
车位，无奈将车停在路边，送了病人出
来正好看到交警对着他的车拍照。 他
急忙上前解释，交警倒也通情达理，没
有罚款，只是口头教育了几句。 “我愿
意花钱停车 ， 可是真找不到停车位
啊！ ”刘先生说。

“开车 10 分钟、 停车半小时”“出
去办事最担心找不到停车位”“绕场三
圈、无位可停”……由于停车难、无处
停车，在住宅小区、商业圈、学校、医院
等人流量大的地方，车主见缝插针，乱
停乱放现象严重，公共绿地、人行道、
自行车道、广场等都成了停车场，造成

道路混乱、拥堵不堪，甚至占用消防通
道，隐患极大。

城市停车为何如此之难？首先在
于城建历史欠账较多，住宅小区与公
共场所停车位缺口极大。我市许多老
旧小区没有或者很少设停车位，老旧
小区车位配比仅为 1:0.2。 最近几年，
我市新建住宅小区严格规定车位配

比 ，才有部分小区达到 1:1.2-1:1.5 的
国家标准。 川汇区文明嘉苑一位业主
戏称 ，在他们小区能停车 ，还能顺利
开出去的 ，一定都是老司机 ，技术过
硬。对此，很多车主都有同感。与此同
时， 小区里许多停车位没有卖出去，
被开发商封存起来，这部分资源相当
于闲置了。

在公共场所，以前我市规划建设的
停车场太少，尤其是在人流量较多的繁
华商业圈、医院、学校等附近，更是一位
难求。 前几年还有一些单位，把自家门
前公共区域用石墩等隔离起来， 非法

“圈地”，自己人停车方便了，但是让找
不到停车位的外人怨气陡增。

以下数据足以说明中心城区停车

到底有多难：
截至目前， 我市中心城区停车场

停车位总量约有 192291 个，包括公共
停车场 52 个、停车位 14606 个；城市
停车道路 68 条、 停车位 42186 个；专
用停车场 283 个（小区、企事业单位配
套停车场），停车位 135499 个，其中小
区地下停车场 31 个 ， 停车位 36701
个。我市中心城区汽车保有量近 43 万
辆， 按国家规定的 1:1.2-1:1.5 车位配
比标准， 我市应当建设 51 万至 63 万
个停车位， 而目前尚不足 20 万个，缺
口较大，供需矛盾相当尖锐。

机动车保有量激增也是造成停车

难问题的主要因素。 市停车管理办公
室主任朱绍辉介绍，2021 年底， 他们
联合市交警支队车管所做过统计，中
心城区（不含淮阳区）机动车保有量大

约为 19 万辆， 到今年 2 月已经突破
42 万辆。 “一年零两个月时间，机动车
保有量增长了一倍有余， 这个增速太
惊人了。 ”朱绍辉说，目前我市日新增
机动车 230 多辆， 高峰时日新增机动
车 1300 多辆，停车设施建设速度跟不
上机动车增长速度， 造成停车位缺口
逐年增大。 “现在停车很难，如果不采
取得力措施 ， 将来问题会越来越突
出。 ”朱绍辉说。

除此之外，停车资源与需求时间
和空间分布不均衡，城市中心区停车
需求大但土地资源紧张，停车供需矛
盾更为突出；住宅小区停车位白天使
用率低，办公场所停车位夜间使用率
低 ；违停成本低 ，导致违停的处罚成
本低于遵章停车的费用，设施利用率
不足， 造成停车场投资回报率低，进
一步降低投资人建设停车场的积极

性……种种因素叠加，进一步加剧了
停车难。

困境：停车位缺口大，停车难

破局：让车位多起来、“活”起来

������停车之困，如何破局？
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征程中，

我市高度重视中心城区停车场建设

管理工作，市政府成立中心城区停车
设施建设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市长吉
建军任组长 ，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
张元明任副组长 ，中心城区三区 （川
汇区、示范区、临港开发区）与市文明
办、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 、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市城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人防
办、市机关事务中心、市司法局、市审
计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商务局、市税
务局、周口供电公司 、市投资集团全
力参与 ，形成合力 ，联手破解停车难
问题。

今年 4 月，我市印发《周口市中心
城区停车设施建设管理工作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通过出台扶持
政策、加快设施建设、强化科学管理、
建立长效机制，因地制宜，合理布局，
加快建成一批社会公共停车场，切实
解决停车难问题。

解决停车难问题是一个系统工

程，涉及城市管理的多个方面 ，最根
本的落脚点有两个，一是让车位多起
来，加快公共停车设施建设 ；二是让
车位“活”起来，使用效率更高。

保证停车位供给增加，是破解停
车难问题的基础与关键 。 《方案 》要
求，结合中心城区停车需求分布和区
域场地特点，持续开展公共停车设施
补短板行动，重点在大型商业、医院、
车站、学校等附近，挖掘可利用土地、
地下空间等资源 ，统筹规划 、新建扩
建一批公共停车设施建设项目。 在停
车供需矛盾突出区域，利用城市道路
或边角地带，规划建设一批小微停车
场和立体停车设施。 鼓励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土地所有权人利

用合乎规划的自有土地、闲置土地等
资源，采取独资合资 、自建合建等方
式，增加公共停车设施，建设停车场，
最大限度增加城市停车设施供给、拓
展停车空间。

五一路商圈与中心医院附近是

中心城区停车难问题最严重的两个

区域。 市停车管理办公室积极申请，
将市委原办公区域改建成临时停车

场 ，增加 867 个停车位 ，基本解决五
一路商圈停车难问题。 该停车场收费
标准为 20 分钟内免费，4 个小时以内
收费 5 元，超过 4 个小时每小时加收
1 元，全天最高收费 10 元。 对比附近
停车场 ， 这个收费标准更易让人接
受。 在建设这个临时停车场时，市停
车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遇到了令人

啼笑皆非的事：以前在附近违规圈地
经营停车场的经营者冲进工地，阻挠
施工 ， 说停车场建设影响他们的利
益， 要求停车场划出一部分停车位，
交由他们收费。 市停车管理办公室断
然拒绝了这个无理要求。 新建停车场
投入使用后 ，收费合理 ，以前禁而不
绝的黑停车场难以经营，几近销声匿
迹。

市中心医院是我市最大的医疗

机构，自有停车位约 500 个，但职工接
近 3000 人，每日接诊量巨大，停车位
远远不够。 为解决就诊群众停车难问
题，市停车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多方
协调资源，在滨河南路大庆路东段建
设生态停车场 ， 建成后预计可增加
500 个停车位； 对人民东路路北原私
营停车场拟进行立体化改造，改造完
成后，亦可增加停车位 500 个；同时动
员市中心医院将更多科室转至文昌

院区，分流停车压力。 抓大亦不放小，
他们在市中心医院对面的卫生医疗

考试中心院内，指导建立一个有 52 个

停车位的小微停车场，缓解此区域停
车难问题。

中心城区寸土寸金，留给停车场
建设的土地资源很少 ，必须 “上下求
索”，拓展停车空间。 向上，积极推进
立体停车设施建设 ， 提高空间利用
率， 大力推进机械式立体停车场、停
车楼建设，推动城市立体停车设施发
展。 市委原办公区域改建成停车场，
解决了五一路商圈停车难问题，但这
块土地价值很大，不会一直被当作停
车场。 好消息是，市停车管理办公室
正在与川汇区陈州办事处积极协商，
在万顺达商场附近选定一块废弃坑

塘 ， 填平后打算建成一座多层停车
楼，预计能增加数百个停车位 ，此项
工程已提上议程， 正在积极推进；向
下， 充分挖掘利用城市公共绿地、公
共广场 、学校操场 、公交场站等用地
的地下空间 ， 规划建设公共停车设
施，提高人防工程停车位使用率。 我
市力争 2023 年利用人防工程新增一
批停车位，2024 年以后，按照“平战结
合”的原则 ，持续将适合停车的人防
工程改造为停车位。

让车位“活”起来，让其使用效率
更高， 是解决停车难问题的另一个思
路、另一个突破点。 我市拟建立周口市
智能停车管理平台， 目前正处于考察
阶段。 此平台以 “市级智能停车云系
统+AI+大数据”智能科技为支撑，搭建
智慧停车调度运营系统， 实现全市停
车“一张网、模块化管理”，泊位动态与
静态数据采集、资源管理和信息发布，
人、车、泊位资源互联共享，智能停车
诱导、信息查询、车位预约、泊位诱导、
电子支付等功能， 推动停车资源共享
和供需快速匹配，减少寻位绕行时间，
方便群众就近停车。 此平台建成后，车
主下载周口智能停车 APP， 即可查询

目的地附近停车位情况， 网上预订车
位，大大节约时间，提高停车位使用效
率。

让停车位 “活 ”起来还包括盘活
现有停车资源。 目前，我市正在依法
规范住宅小区内停车秩序，组织开展
中心城区住宅小区停车位 （库 ）专项
治理，对停车位 （库 ）功能化 、车辆停
放混乱 、私圈乱占停车位 、堵塞消防
通道等行为进行集中治理 ， 通过挖
潜、改建、扩建等手段，增加住宅小区
停车设施资源；限制小区车位售价过
高和服务收费过高情况， 积极引导、
加大宣传，将部分业主车辆“请回”内
部地下停车场，盘活小区内部停车资
源。 鼓励住宅小区内闲置停车位有偿
对外租赁，确保住宅小区内停车设施
正常使用 ，车辆停放规范有序 ，停车
社会分担率明显提升。

推动停车设施错时共享。 我市还
在积极探索机关、 企事业单位停车位
共享机制，有序盘活单位停车资源。 推
动企业单位、商业设施、写字楼、体育
场馆等停车设施在夜间空闲时段向社

会开放， 尝试由专业停车企业统一经
营， 实行有偿使用、 收益分享经营模
式。 加快推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居住小区、 个人停车设施内部停车位
向社会开放， 实行错峰共享、 有偿使
用、利益分享等方式，提高停车设施使
用率。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让中心
城区停车难问题逐步得到缓解，这得
益于市委 、市政府的高位推动 ，也是
市直各部门、中心城区各区加强合作
结出的硕果。 “下一步，我们将更多借
鉴先进城市经验，结合周口中心城区
实际，持续增加停车位供给 ，不断提
升管理水平，努力让市民的堵心事变
成舒心事。 ”朱绍辉说。 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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