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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出行需求 推动小巷公交智能规划

重庆市交通规划研究院有一处秘密基地，这里装着中
心城区的全部交通数据。哪些道路拥堵、哪里人群活动密
集、公共交通运行实时反馈……这便是重庆交通的智慧“大
脑”——重庆市交通综合信息平台。

“把这些数据综合分析后，我们就能构筑快速通达、便捷
顺畅的交通网络。”重庆市交通规划研究院院长金伟说。

“小巷公交”作为联系居住区、商业中心、学校、医院等
重要场所的一种接驳方式，它能够将公交线路和市民的
生活圈紧密连接起来，使公交出行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的
一部分。

对此，重庆市交通规划研究院联合重庆交通开投公
交集团两江公交利用大数据智能化的手段，更加精准识
别出行需求分布特征，进一步了解群众“从哪里来，要到哪
里去”。

交通大数据分析，在两江新区大竹林片区约有1万人
次的潜在客流量缺乏公交线路，这些客流主要分布在居民
小区（江与城、金科天元道）、商业中心（大竹林商业街）、码
头（凤栖沱码头）、公园（江与城体育公园）等出行热点区域。

“公交公司了解情况后，针对出行需求开行1619公交，
采用中大型车，在满足客流需求的情况下，提高市民舒适
度，方便老人、小孩乘坐。”金伟说。

融合手机信令、车辆GPS和IC卡等多源大数据，2022
年，两江新区范围内共计开通9条小巷及接驳公交线路，大
大提高了居民出行的便捷性。

“现在我上班都不用开车了，轨道交通+公交，绿色环
保还便宜。”在互联网产业园二期上班的陈丽丽说。

了解出行难点 筛选60个轨道站进行提升

轨道步行便捷性提升就是要让老百姓到轨道站的路径
更加快捷顺畅，减少绕行距离、提高出行舒适性。

目前，重庆已经完成了铜元局、观音桥等46个轨道站
点步行便捷性提升，剩余14个项目正在加紧推进中。

“2021年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和市住房城乡建委出台了
《中心城区轨道站步行便捷性提升实施方案》，计划三年内
对中心城区60个轨道站步行便捷性进行提升。”金伟说，随
着项目的逐个完成，不少市民反映到达轨道站点的时间缩
短了，体验更舒适了。

这些点位是如何被筛选出来的？这也是重庆市交通综
合信息平台的功劳。

金伟介绍，基于平台中的人口分布、出行需求、轨道站
点、步行空间等数据，他们计算出市民从小区到轨道站步行
时间和绕行系数，评估轨道站周边步行和公交换乘便捷
性。针对步行条件较差的，在轨道站800米范围内，由于地
形高差等原因造成的步行时间超过10分钟或者绕行系数
（绕行系数=实际距离/直线距离）大于1.4的，采用“一点一
方案”的方式开展提升。如，协调小区增加开口、增加人行
天桥或地下通道、增加上山步道、扶梯等。

2022年6月开放的轨道铜元局站苏家坝步道，通过新
建1条300米的上山步道和1座人行天桥，并增设7部电扶
梯，形成了600米的上山步道系统，融侨片区7个小区、近4
万人步行至铜元局站的时间，从25分钟以上缩短至10分
钟左右。

梳理堵点卡点“针灸式”开展交通拥堵治理

“大屏上不同的颜色
代表该路段不同的繁忙状
况，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
城市各个板块的发展，也
能识别交通堵点。”金伟
说，通过道路运行数据、路
网规划和建设数据，可识
别出中心城区堵乱点和

“断头路”等为市民出行带
来困难的区域，并采用“一
点一策”针灸式精准施策，
开展交通管理优化和打通

“断头路”。
2022年，重庆市规划

自然资源局联合重庆市公
安局交通管理局等部门利
用重庆市交通综合信息
平台，识别道路运行瓶颈
点和堵乱点，深入开展车
道能力挖潜工作。全年
开展交通组织优化 77
处，采用新建多车道汇入
信号控制、潮汐车道、可
变导向车道、定向车道、
右置掉头等多种形式提
升道路通行能力。

龙山路-龙山大道交

叉口位于龙山路和龙山大道相交点，相交道路龙山大道为
城市次干路，龙山路为城市主干路。

“改造前龙山路东西向路口车道数少、交叉口内通行距
离长，导致车辆通行效率低。”金伟介绍，他们通过调整机动
车道宽度，增加右转导流岛，缩短停车线等方式缓解了该交
叉口高峰期拥堵情况。同时，单独设置右转车道，方便交叉
口通行效率，右转车辆不受直行车辆影响，缩短了交叉口进
口道排队长度。

道路通畅了，人的心情也不堵了。
“现在，车辆按喇叭的次数都少得多了。”家住附近的王

亚鹏笑着说。
数据显示，2022年，重庆共排查出城市道路堵乱点

150处，采取310项交通管理措施，160项工程改造措施。
盘溪路松石大道交叉口、盘溪二支路路口、凯歌二支路等拥
堵得到明显改善。

据上游新闻

重庆交通有了“智慧大脑”市民出行更便捷顺畅
轨道站步行10分钟范围人口覆盖率达到39%；公

轨接驳线路增加14条，达到514条，占常规公交线路
的73%；打通“断头路”50条，完善提升人行道1900千
米……6月8日，2022年《重庆市中心城区交通发展年
度报告》出炉，一组组数据背后，反映的是一件件具体

的民生实事。
哪些地方需要提升？如何改造才能惠及更多市民？

近年来，重庆用好智慧“大脑”，打通“任督二脉”缓堵促
畅，高效、精准解决市民出行的困难，把民生实事办进老
百姓心坎上。

据重庆日报消息 6月8日上午，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
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开幕会并讲
话。他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和科
协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牢牢把
握“四服务”的职责定位，以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为目标，以“创新争先建功新重庆”品牌为载体，以深
化改革为动力，加快推动工作理念、机制、手段的系统性重
塑，团结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砥砺前行、奋发有为，在现代
化新重庆建设中再立新功、再谱新篇。

市委副书记、市长胡衡华，市政协主席唐方裕出席。中
国科协党组副书记、专职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束为讲话。市
委副书记李明清，市委常委和有关市领导，院士专家代表等
出席。

市科协党组书记李雷霆主持会议。上午9时许，大会
开幕。全体起立，奏唱国歌。人民团体代表，市总工会党组
书记、副主席余季平致贺词，热烈祝贺大会召开。

袁家军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对大
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重庆科协事业
发展的中国科协表示衷心感谢，向与会代表和全市各条战
线上的科技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袁家军指出，五年来，全
市各级科协组织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做了大量卓
有成效的工作，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有新成效，服务科技工作
者工作有新加强，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有新进步，提高全民科

学素质有新举措，服务科学决策水平有新提升。实践证明，
重庆的科技创新事业大有可为，重庆各级科协组织和广大
科技工作者大有可为，一定能够在新征程上创造更大业绩、
书写精彩篇章。

袁家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深刻领会“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的重要论断，深刻领会坚持“四个面向”的鲜明导向，深刻
领会“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大任务，深刻领会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战略目标，
深刻领会“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有信心、有意志、有
能力登上科学高峰”的殷切希望，深刻领会“科协要肩负
起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桥梁和纽带”的职责使命，扎
实推动新时代新征程科协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在强化政
治铸魂、广泛凝聚力量上彰显责任担当，坚决拥护“两个
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开展主题教育，强化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闭环落实，严守意识形态阵地，
持续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要在服务中心大局、科技赋能发
展上展现积极作为，强化产业创新赋能、科技智库集智、
科学普及培基、科技交流合作，在服务落实国家重大战略
中找准定位、找到舞台。要在加快聚才引智、筑强人才支
撑上实现更大突破，抓好战略科技人才引育，推动人才平
台能级跃升，打造近悦远来的人才生态体系。要在重塑体
制机制、提升组织效能上焕发崭新气象，纵深推进科协改

革，加强党建统领，推动科协组织嵌入基层、工作融入基
层、力量深入基层，用好数字化手段，不断提高科协干部
适应引领现代化的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厚植家国情
怀、勇攀科学高峰、坚持人民至上、弘扬优良传统，做爱党
报国的践行者、创新创造的引领者、为民服务的奉献者、
科学家精神的传播者。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
为科协履行职责、开展工作提供有力保障，为科研人员创
新创业营造良好环境。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成为领导科
技工作的行家里手和科技工作者的知心人。

束为代表中国科协对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希望重
庆市科协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市委工
作要求，深度融入现代化新重庆建设。要深化思想政治引
领，团结凝聚科技工作者听党话、跟党走，坚持和加强党对
科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深刻领悟“两个
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用心服务科技人才，履行好党
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纽带职责，加强全链条人才
服务能力、系统化人才托举能力。要坚持科协系统深化改
革，打造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样板，聚焦现代化新重
庆建设总目标，坚持“四个面向”，充分发挥组织人才优势助
力科教兴市、人才强市和高质量发展。

中国科协、重庆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市科协第六次代表
大会代表等参加。

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幕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努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科协工作新局面

袁家军讲话 胡衡华唐方裕出席 束为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