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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事、烦事、委屈事、不平事、新
鲜事告诉我们，记者帮你办

“这最后几百米，已经成了大家
的心病。有时想要进入的车辆被堵
在外面进不来，而想要离开的车辆

又被堵在里面出不去。”6月30日，渝北区宝
圣湖街道长湖路社区的居民邹华提起星乔支
路时连连摇头。他指出，由于非法停车、停车
难题、通行困难等问题，这段路的导航长期显
示为“深红色”，也成为了驾驶员的拦路虎。

如何解决这样的
“民生痛点”，让交通拥
堵的状况成为历史，来
看记者的调查报道。

曾经
单行道两侧停满车辆
中间仅剩3米宽通道

6月30日，记者来到星乔支路，
看到清晰的道路标线和醒目的禁停
标志。车辆井然有序地停放在新划
定的路边停车位内，联合执法人员
持续巡逻并进行劝导，确保了交通
的畅通无阻。渝北区宝圣湖街道长
福路社区负责人表示：“这归功于
巡察组的积极介入，他们帮助我们
解决了长期困扰社区的问题。”据
悉，这些新划定的停车位目前处于
试运行阶段，一旦正式启用，将开
始收费，以进一步规范管理乱停车
现象。

“过去这里经常发生乱停车的
情况，导致原本7米宽的道路中间仅
剩下约3米的通行空间，车辆难以顺
畅通过。”邹华回忆道，这条200多
米长的支路，由于两侧停满了车辆，
中间的道路变得狭窄，尤其是消防
车根本无法通行。“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只能将车辆停在路口，然后观
察对面是否有车辆驶来，如果没有
我们才敢开过去。”他说，有一次他
刚开进去，对面驶来一辆车。因为
对方已经行驶了一半，而他只开了
三分之一，为了避让，他不得不倒车
出来。“在这条狭窄的路上，倒车让
我满头大汗。”

长福苑小区的居民反映，乱停车
现象不仅导致了交通拥堵，还伴随着
一些长期停放的废弃车辆，即所谓的

“僵尸车”，给居民挪车带来了极大的
不便。

长福路社区位于渝北区与两江
新区的交界处，周边有工业区，以及
北城商住楼和长福苑小区的300多
户居民，他们常常目睹私家车见缝插
针地停放，人行道被侵占……

治理
画52个斜线停车位
“微改造”拓宽道路

星乔支路曾一度成为“僵尸车”的聚集地，
消防通道受阻，安全隐患引发公众关注。面
对居民停车难题和街道管理挑战，渝北区委
第三巡察组在了解情况后，迅速召开会议进
行分析和研判，并将此问题作为民生实事项
目反馈给宝圣湖街道，要求立即采取措施进
行整改。

“尽管我们部门多次尝试进行整治，但由
于历史规划不足、道路狭窄、停车资源稀缺等
因素，车辆乱停乱放的问题长期存在。”宝圣湖
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治理必须彻底解决
问题，避免以往整治后问题复发的情况。

渝北区交巡警支队负责人向记者透露，
类似情况不能仅通过简单的罚款手段来解
决。最终，宝圣湖街道、交巡警支队和市政大
队经过多次研讨和协商，共同制定出一套解
决方案。通过在星乔支路实施单向规范画线
停车措施，合理规划停车区域，引导车辆有序
停放。

同时，街道联合区城管局、交巡警支队等
单位开展专项调研，结合推进超大城市“大综
合一体化”中的“缓堵促畅”工作，对该路段进
行“微改造”，并联合执法部门加强巡查力度，
通过“宣传教育+处罚”相结合的方式，提高居
民规范停车的意识，巩固整治成效。

6月初，道路通过“微改造”，画了52个斜
线停车位，拓宽了道路，秩序得到了明显改
善。北城商住楼和长福苑小区的居民表示，规
范停车后，长期困扰我们的安全隐患得以消
除，道路变得更加畅通，居住环境的安全感也
显著提升。

探索
扩路、增位、治乱
新增停车位4400余个

“群众关注的焦点在哪里，我们的巡察就
跟进到哪里。”渝北区委第三巡察组的负责人

如是说。接下
来，巡察工作
将不断聚焦民
生关键事项，及
时了解群众关
心 的 热 点 、焦
点、难点、堵点问
题，积极解决群
众的急难愁盼问
题，从而不断提
升群众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星 乔 支 路 的
变迁，是渝北区推
进交通缓堵促畅攻
坚行动的一个缩
影。今年，渝北区
深化超大城市“大综
合一体化”治理工
作，以“扩路”“增位”

“治乱”“优交”“控
挖”“立新”等措施为
手段，实施了红锦大
道（加州花园公交站）
等10个堵点的精细化
治理项目，有效缓解了
城市交通拥堵和停车
难题。

“今年，我们计划
在重点路段新增路内
停车位 4400 余个，目
前 阶 段 已 经 新 增 了
2000 余个。”渝北区城
管局市政设施科的相关
负责人表示，目前正在
积极探索建立“一小区
一策”的缓堵促畅治理
新机制，尝试小区内部
停车位的错时共享，以盘
活小区停车资源，解决停
车难题。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
者 郑三波 摄影报道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机动车保有量
持续攀升，城市停车位需求激增，“停车难、
停车乱”问题日益凸显。停车管理问题已从
单纯的设施供给不足，演变为复杂的社会综
合治理课题。《重庆市停车管理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通过提升停车管理效能、规范
停车秩序，将为我市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示
范区建设提供法治保障和政策支撑。

《条例》于7月1日起实施。针对《条
例》的核心内容，记者专访了市停车管理事
务中心副主任秦常清。

行“良法”谋“善治”
构筑超大城市治理法律基石

2016年，《重庆市停车管理办法》出台
施行，在加强停车管理、规范停车秩序、推
进缓堵促畅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秦常
清表示，重庆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
的背景下，亟需制定位阶更高、契合我市当
前停车管理实际的地方性法规。《条例》的
制定与实施，将通过法治化手段优化停车

资源，推动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水平全面提升。

2023年，《条例》立法工作纳入市人大
常委会、市政府立法预备项目；2024年，
《条例》进一步确定为立法审议项目。市城
市管理局严格遵循立法程序与要求，在收
集材料、深入调研、充分论证及广泛征求意
见等工作基础上，于2024年3月完成立法
起草，形成《条例（送审稿）》，并提请市政府
常务会议审议。

经充分研讨论证并反复修改完善，最
终形成了《条例（草案）》，于2025年3月26
日在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
通过，自2025年7月1日起施行。

突出停车管理信息化智能化
数字赋能优化停车服务体验

停车治理的主要难题在于核心区域资
源供给不足，老小区、老校区、老医院、老商
圈等“四老”区域的停车矛盾尤为突出。《条
例》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增加停车资源供

给。例如，《条例》鼓励社会主体多元化参与
本市机动车停车场投资与建设，政府按照国
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给予资金、土地等支持；
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老旧城区
停车场建设统筹协调推进机制，结合城市更
新，推动新建、改建、扩建停车设施。此外，
《条例》鼓励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住
宅小区向社会开放专用停车场，推行错时共
享停车模式，提升停车资源使用效率。

《条例》还突出了停车管理信息化、智
能化建设，通过数字赋能优化停车服务体
验，彰显民生温度。例如，《条例》规定：“市
城市管理部门负责建立和管理全市统一的
智慧停车应用，智慧停车应用实时公布向
社会提供服务的停车场分布、泊位数量、使
用状况等信息，提供停车引导、泊位共享、
停车服务质量评价等便捷停车服务。”

《条例》直击停车痛点
厘清违停执法主体权责

秦常清表示，《条例》厘清机动车违停

执法主体权责交叉的“模糊地带”，消除停
车场管理服务质量不佳的“槽点”，破除停
车场数据孤岛的“顽疾”。

“首先，《条例》通过重构停车执法体
系，破解了机动车违停执法主体权责交叉
的问题。”秦常清提到，违反《条例》关于机
动车停放规定的行为由公安机关依法处
理；城市管理部门则负责处置查处两类特
定违停行为：一是利用机动车在城市道路
非规划地段从事占道经营活动的；二是机
动车长期占用城市公园、公共绿地、闲置空
地等道路范围外的城市公共区域，且危害
交通安全或造成环境污染的。

“以往停车人在使用停车场时若未遵
守停车场的管理规定，缺乏刚性的约束条
款。”秦常清表示，现在《条例》有了相应的
条款，“停车人需接受停车场工作人员的指
挥调度，按照场内交通标志、标线以及车型
有序停放机动车；不得占用、封闭、堵塞消
防通道，不得在停车场出入口停放；不得擅
自在人行道上停放和行驶机动车辆。”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崔曜

这这200200米道路曾长期堵成米道路曾长期堵成““民生痛点民生痛点””

星乔支路的星乔支路的““顽疾顽疾””是怎样治好的是怎样治好的？？

《重庆市停车管理条例》今起实施 停车管理事务中心负责人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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