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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 8 点 15 分，郫都区郫筒街道和平街地铁站 B 出
口，PD06路定制公交载着软通动力西南总部的科技工作
者准时启程。通过与郫都区巴士公交有限公司及园区企
业对接，郫都区以园区为载体，开通了多条通勤专线，有效
缩短了员工的通勤时间。

“以前通勤要么坐普通公交，要么打车上下班。开通
定制公交以后，通勤时间缩短了很多。”“下班后直接到地
铁站，非常方便。”乘客表示。据PD06路驾驶员介绍，该线

路单程约20至30分钟，每趟载客40至50人，早晚各三班，
发车时间精准匹配员工需求。

据郫都区道路运输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郭建凯介绍，针
对郫都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筹）以及地铁接驳“最后一公
里”的痛点区域，郫都区优化调整了3条通勤专线和新开
了1条定制专线。采用“点对点”和“大站快线”模式，有效
提升了通勤效率，减少私家车出行需求，缓解高峰时段道
路压力。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粟新林

分区抵离分点上下
拥堵指数由3.28下降至2.44
上午10点左右，记者来到华西医院华西坝院区附近，

发现车辆通行顺畅，即使在不少网约车临停上下客的北
门，也没有出现明显的拥堵，车辆大都有序顺畅地通行。

“以前在电信路要堵40分钟，现在10分钟就能通
过。”说起华西医院周边交通的变化，华西医院的一名医
务人员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以前开车上班要走1小时，
每天6点50分就要从家出发，现在交通改善了，上班出
门时间推迟到了7点20分，让我可以多睡一会儿。”

“真的方便多了。”说起交通问题，患者家属王先生
和医务人员有着同样的感受，“以前过来看病进医院，
要在医院门口堵四五十分钟，现在明显快多了。”

据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秩序处民警陈峥峥介
绍，为解决华西医院周边主要道路在高峰期“严重拥堵”
的问题，这次“治堵”，在华西坝院区实施了“分区抵离、

拥堵指数骤降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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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华西看病
告别“堵在门口”

“以前坐公交车过来要半个小时，现在治理了，就算遇到红绿灯，最多10
分钟就过来了。”说起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周边的交通变化，家就在附近的王
孃孃连连感叹。

2024年10月底，成都正式启动了“开门治堵”，先后发布两批次堵点治理任务清单。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是我国西
部疑难危急重症诊疗的国家级中心，地处成都市核心区，单日门诊及急诊总量近2万人，交通吸附效应较强，医院周边
道路常发生拥堵，因此，其也成为“开门治堵”的重要点位之一。随着“治堵”措施持续落地，治理后的华西医院附近交
通情况如何？7月2日，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一城之便”带全域
提升支点带动能级

成都与北上广深实现夜间动卧直达，值得关注的不仅是起
始点和目的地，还有沿线经停点，比如绵阳、广元、自贡、泸州。

因为增加了夜间动卧，上海虹桥至泸州列车从2列增加至4
列。“作为外贸企业，我们在上海有不少客户和供应商。”泸州综
保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张乾峰表示，“夜间动卧给我
们提供了更多出行选择，与上海往来更方便了。”

日前，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支持成都做优做强极核功能
加快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一方面的考虑在于，四川促进“五
区共兴”，成都是主引擎，支持成都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带动全省
区域发展更加协调。

在陈光看来，此次夜间动卧的开通将提升成都辐射周边带
动全域能力，“一方面，成都周边城市会因此获得通向其他经济
区的高效便捷的交通途径；另一方面，将加强成都和周边区域的
人员往来，促进成都和周边区域之间的经贸合作，加快产业链上
下游迅速配套，实现共同成长。”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喆 孟浩 陈煦阳 文/图

破解“最后一公里”出行难题

郫都定制公交线从地铁站直达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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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19∶28，D966次列车从成都东
站驶出，一路北上开往北京丰台站。

自7月1日全国铁路实行新的运行
图以来，成都新增至北京、上海的往返动
卧列车。至此，成都至北上广深均实现
夜间动卧直达。

有观点认为，这并非“雪中送炭”，因
为成都与北京、上海之间的出行方式本
就繁多。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相比单
纯连接两地，夜间动卧开通具有更深远
的意义。

增加600余个停车位
从堵车是常事到基本不堵了

华西医院交通治理的成效不仅体现在华西坝院区。今
年2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锦江院区全面启用，随着神经疾
病中心、儿童医学中心、感染性疾病中心、胃癌中心、结直肠
肿瘤中心等专病中心开诊，大量患者来到医院就诊，道路拥
堵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造成拥堵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停车难。”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锦江院区安保负责人蒋太刚向记者介绍，停车位不足，导
致开车前来就诊的患者将车停在路边，阻塞了交通，再加上网
约车、出租车在路边临时停靠，更是堵上加堵。为了解决这一
问题，医院联合相关部门在周边建设了两个停车场，增加了
600余个车位，满足患者就诊的停车需求。同时，院内还设置
了即停即走通道，让网约车、出租车、私家车等都可以开到医
院里来上下客，方便患者，也不再给路面的交通“添堵”。

“刚来锦江院区的时候，我从家出发大概需要三四十分
钟，但现在到医院只需要二十分钟左右。”华西医院锦江院
区门诊部护师邹雨池表示，以前在锦江院区的门口，堵车是
常事，现在措施落地后，基本上不堵了。“以前快到医院门
口，转弯的时候，车子根本走不动，现在真的顺畅多了。”患
者家属兰阿姨说。

“夕发朝至”破壁垒
重塑区域协同模式

夜间动卧的一大亮点是“夕发朝至”。
从事通信行业的吴磊要去深圳做市场调研和推广，“有了蓉

深夜间动卧，睡一觉就到，不会影响第二天的工作进度。”从事餐
饮行业的张润要去深圳与伙伴商议下一步市场规划，“以前坐飞
机会浪费一天的时间在路上，现在晚上睡一觉就能到，很舒服。”

睡眠休息和赶路奔波同时进行，这样的“时空折叠”被追求
速度与效率的当下所需要。而需求的背后，是区域间日益繁密
的交往。

今年以来，成都先后走进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地区开展投
资促进系列活动；3月，成都中心五区组团赴北京海淀区学习考
察，仅武侯区就与海淀区签下35亿元订单；西博会期间，50余家
上海企业到访新都，30余家上海企业考察双流……你来我往中，
成都站上新的起跑线。

“夜间动卧的开行将极大改变跨区出行的方式和格局，东南
西北4个城市群由此进入24小时协同圈。”仲量联行成都战略顾
问部负责人张雨放认为，成渝城市群和其他三大经济集群的关
系已从“产业-人才-资金-技术”的梯度转移，变成更多的双向
流动。

“移动旅居”拓场景
延长文旅消费链条

上月，孟先生利用周末去了一趟北京环球影城，“为了能多
耍一下，我买了周六一大早的机票。”孟先生说，“如果有夜间动
卧，周五晚上就可以出发，整个旅程会从容很多。”

暑期已至，途牛统计显示，上海、北京、广州、成都等城市更
受毕业游用户的青睐。成都至北上广深的夜间动卧列车，或将
为火爆的暑期旅游增添新体验。

此前开通的成都至深圳夜间动卧列车上，每节车厢均设有
婴儿护理台，每个卧铺上方都设置了小夜灯及衣架，餐车24小
时提供服务，方便家庭式出行。

在开行的成都至北京、上海动卧列车上，在高级动卧席位配
备了装有一次性牙具、洗脸巾等的洗漱袋，为旅客打造“移动旅
居空间”；在会客室，备有各类书刊，形成“移动图书馆”。

夜间动卧列车的开通创造出新的“夜间消费场景”，激发出
“高铁+旅游”新需求。

张雨放表示，“通过将文旅消费场景前置到高铁，形成新的旅
居模式，并极大地延长文旅消费链。”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
员、西南交通大学教授陈光认为，这样的出行方式为“周末游”新
市场打下良好基础，刺激旅游产品更新，激发文旅市场活力。

“一院一策”定制方案
医院治堵清单完成率90%

实际上，华西医院只是一个缩影。记者了解到，为
缓解就医“停车难”和医院周边道路拥堵，卫健、交通、公
安交管等单位深入开展交通治堵“进医院”走访行动，对
全市三甲医院就医停车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分析。结合
市民诉求、院方反馈、日常运行监测等实际情况，为四川
省人民医院、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等21家长期存在停车
难、周边拥堵等问题的医院“量身定制”优化措施。从增
加停车泊位供给、优化停车信息服务、加强交通秩序管

控和市容秩序管理等方面综合施策，研究形成《成都市
中心城区部分医院群众就医停车难问题“一院一策”工
作清单》推进实施。

据了解，自2月10日清单公布至今，相关单位各司
其职，结合医院治理需求和实际情况开展集中攻坚行
动。截至目前，“一院一策”清单68项治理措施已完成61
项，完成率90%，已新增泊位约1900个，19家医院信息已
接入市级停车管理平台；涉及占道经营规范、共享单车
清理、交通秩序管控、局部工程改造等措施共37项，已完
成 35 项，相关医院周边交通拥堵和停车难问题得以缓
解，周边道路运行更加畅通有序，而剩余措施正在加快
推进中。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胡瑰玮 文/图

分点上下”的通行方案。南区有华西医院、公行道停车场，主
要服务于开私家车来看病的群众，北区没有停车场，承担起
网约车、出租车临时停靠的任务。电信路（公行道至黉门后
街）行人流量大，可达到每小时3000人左右，这一路段工作日
的7∶30至18∶00时段，禁止机动车通行，改成了“步行街”。

“从数据上看，综合施策后华西医院华西坝院区片区交
通拥堵指数由实施前的3.28下降至2.44，降幅约26%，过境
交通流量减少约 20%，核心路段电信路拥堵指数骤降
41%。”陈峥峥说。

D966次列车上的成都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