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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公交让市民从容出行

2月5日，笔者来到济南公交总公司。所到

之处，公司员工对建立“把乘客满意作为最

高追求”的济南公交企业宗旨津津乐道，

“让乘客市民满意、让党委政府放心、让员

工快乐工作、为社会无私奉献”的企业核心

价值观深深烙在每个员工的脑海中，落实在

具体的工作行动上。

济南市公交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薛兴

海介绍说，翻开济南公交的历史，已经风雨兼

程走过了69年的历程。城市发展不断由中心向

四周辐射，而公交的车轮也随之渐次向前，满

足市民不同出行方向的需求。多年来，济南把

营运、安全、服务质量考核作为工作中的重

点，从而形成了一个较为科学的调度体系。

目前，全市公交运营线路已达250条，营运

车辆5300多辆，建成区500米半径公交站点覆盖

率92 . 8%，日均运送乘客近240万人次。

但是，受制于路面交通情况，正点率一直

是公交的隐痛。为确保乘客出行，济南公交不

仅在线路设置上精准发力，还提出“出行可计

划、乘坐有尊严、服务上水平”，打造“品质

公交”的目标。

事实证明，“正点”不是不可实现的梦

想。目前，济南公交已经推出“守时公交”，

24条郊区线路实现了全天候的“定点发车、准

时到站”，正负误差在1分钟之内。

这是如何做到的呢？在济南公交的“武器

库”里，笔者看到了“守时公交”背后的大功

臣——— 智能排班的“云调度”系统。济南公交

运营市场部部长孙涌告诉笔者，过去，公交的

人车排班需要靠人工比对，完成一次排班需要

40分钟。现在用智能排班系统，5至10分钟就可

以搞定，而且排班更合理，大大减少了车辆在

停车场内的闲置时间。同时，该系统还可远程

实时掌握车况路况，管理人员甚至可以通过手

机进行移动管理。

在52路车队驻地的调度室里，笔者看到，

调度员王丽正坐在电脑前，用“云调度”系统

对车辆行驶情况进行监控，每辆车是否正点发

车，能否准时到站尽在“云”掌控。

车辆准不准点，不仅“云”知道，乘客也

知道。在泉城广场公交车站台，笔者看到，电

子显示牌上显示出下一辆车到站时间。在济

南，像这样的智能电子站牌有300余处，加上新

建的智能候车亭678处，站点合计达950余处，

基本做到市区主次干道全覆盖，并辐射二环路

外重点区域，方便市民出行。

2 0 1 6年 9月，济南“史上最强”掌上公

交——— “369出行”APP上线。该系统不仅仅是

查询车辆到达时间，还为市民提供来车预报、

换乘查询、公交卡充值、出行设计、i服务、公

告、机票查询、火车票查询、帮助共九大功能

模块，对改善济南交通基础设施、加快城市化

进程、转变市民出行方式、推动城市转型，都

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济南公交“369出行”

APP系统是以GPS智能调度管理系统和电子收

费系统为平台，通过智能手机客户端软件和手

机无线上网技术，让乘客在手机上可以实时查

询到公交车辆实时位置信息、线路站点信息、

换乘信息和周边生活服务信息，并能够实现公

交卡充值，大大方便了市民的出行和生活。截

至目前，用户已达55 . 7万余人。

家住济南西部新城的“90后”上班族苏

刚，每天早上都坐公交车去位于高新区的公司

上班。最近，他用上了“掌上公交”，提前设

置好提醒，每天早上出门前，都会先查询一下

离家门口站点最近的公交车到达所需的站点

数，当每天乘坐的公交车辆即将到达时，手机

就会响铃，提醒他赶紧过去等车，现在他每天

都可以踩准点出行了。

“有了这个‘掌上公交’，再也不用在公

交车站经历‘望眼欲穿’的漫长等待与煎熬

了，出行更方便，心情也更美好了！”苏刚

尝到了“掌上公交”带来的交通出行便捷。

他说，不仅出门更从容了，连换乘公交车在

什么位置也一目了然，尽在掌控中，当车辆

到达站点时，可以下车直接去换乘，会节省

很多时间。

以公交指挥中心为核心、各种应用系统为

支撑的公交信息化体系，让信息化成为济南公

交发展引擎。以前的公交管理都是单兵作战，

驾驶员将车开出车场就是“将在外”。如今，

这一情况早已改变，每一辆车都是信息化的网

络节点，“可视可控可记录”。济南公交还设

有电子巡更系统，凌晨收班时刻，车场内有哪

些人，每辆车的位置在哪里都清清楚楚。

“通过推广掌上公交软件服务，以数字化

技术和互联网服务为依托，打造公交的信息化

建设，推动智慧公交的发展，同时，积极促成

广大市民养成绿色出行、健康出行的习惯。”

济南公交信息中心主任綦忠平介绍，通过自动

化、智能化管理，使整体公交运营效率大幅提

升，并节约燃油消耗，为城市节能减排、缓解

拥堵、惠及民生作出贡献。

“互联网+”和信息化，让济南公交走在

了行业前列。作为全国城市客运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副秘书长单位、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城

市客运分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单位，济

南公交主持和参与制定了若干项地方标准、

行业标准及国家标准，增强了企业在行业内

的话语权。

守时公交让市民便捷出行

公交该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改善百

姓出行体验？济南公交的体会是，跳出公交看

公交，用大数据提升服务有效供给。

统计显示，近年来，济南公交积累了济南

市超过200万名联通用户、近170亿条手机数据

以及同时段的约3 . 6亿条公交IC卡数据和约1 . 7亿

条公交GPS数据记录。经过大数据分析，济南

公交逐步掌握了居民出行的动态特征，有针对

性地改善公交供给，优化出行体验，全面提升

公交规划设计与服务水平。

站位决定眼界。通过扩大城市公交广度和

深度，提升出行便利性；通过加快构建城市公

交快速通勤系统，提升出行快捷性；通过优化

运力配置和换乘环境，提升出行舒适性；通过

完善多元化公交服务网络，满足公众出行多样

性需求……拥有“大数据”这把“金钥匙”，

济南公交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

新，提升公交智能化运行能力，把传统的公交

行业做出了技术范儿。

作为全国首家由公交企业成立的研究院，

济南公交科学技术研究院是公司立足大数据和

公交行业相结合的“大脑”。全院30人全是本

科以上学历，其中硕士26人。院长巩丽媛告诉

笔者，依托“基于手机大数据的济南市居民出

行特征分析”的研究成果，济南公交科学谋划

公交布局，优化公交线路设置，精准匹配公交

出行需求。

数据分析显示，济南市呈东西带状格局，

城东高新区工作岗位越来越多，而南部居住区

居住功能日益凸显，“南居东工”现状诱发了

强烈的出行需求，主要客流走廊呈现出“中心

网格状，外周放射状”的分布特点。这意味

着，要改善居民公交出行习惯，首先要解决的

就是这个“主要矛盾”。

而在局部地区，大数据也可以轻易捕捉到

拥堵点。比如，通过将现有公交网络与居民出

行需求进行“叠合分析”可以看到，高新区、

泉城路、洛口服装批发市场等地方公交线路投

入不足。为此，济南公交不光增加投车频次，

还换用大型车辆，使运力更匹配。

2016年，济南公交一举开辟公交线路17条

(常规公交7条，临时摆渡线路7条)，优化调整公

交线路20条次，填补了南部山区、西客站片

区、龙奥片区、七里山路西段、奥体西路北段

等区域的公交线网空白。截至目前，公交线路

共250条(含旅游线路5条)，线路长度4178 . 3公

里，较2015年增加185 . 4公里，线网长度1293 . 4公

里，较2015年增加33 . 5公里。

据介绍，近期，济南公交新开设了4条巴士

路线，都是根据大数据测算出来的。相较于传

统的调研方法，大数据掌握数据既快捷又准

确。基于人口、空间、客流分布的数据，济南

公交建立起“快线、干线、支线”三层次一体

化网络结构。快线功能为长距离跨服务区的快速

直达联系，干线功能为临近服务区间中距离联系

以及公交客流通道沿途集散，支线功能主要负责

提高覆盖、加密网络及与上层网络接驳。快线、

干线、支线均依据客流需求进行优化调整，目前

已有百余条次公交线路作出调整。

事实上，济南公交在精准出行上的努力远

不仅于此。

比如，不断完善高峰通勤线网。笔者随车

体验济南首条高峰快速通勤巴士T3线时看到，

这条少站直达、定时定点的通勤快速巴士线，

仅限高峰时段运营，全程设6站，1小时即可到

达高新区。“比开车上班节省半个多小时，我已

经放弃自己开车上班了。”家住济南西部新城的

乘客孙冰告诉笔者。“目前，济南高峰通勤线网

长度已达83 . 6公里。下一步，济南公交将重点加

强东西两翼、扩大高峰通勤网的覆盖范围，有效

满足市民高峰长距离通勤出行需求。”

又如，填补最后一公里出行空白。针对社

区越建越大，居民出行不便问题，济南公交适

时推出了社区公交。在济南西蒋峪片区公租房

小区，居民张大爷告诉笔者，这里是济南首个

竣工入住的大型公租房小区，入住人口约2000

户。过去，小区住户要到社区外最近的公交车

站乘车，需步行约1 . 5公里、20分钟才行，现在

只需花上1元钱，就可以坐车直达公交换乘点。

“真是太方便了！”

此外，济南公交还开创了我国北方城市中

首个“零时公交网”，并推出“零点公交”。

基于大数据总结出的夜间出行需求，公司开设

了覆盖主要客流走廊的共13条零时公交线路，

构建了“井”字形和“米”字形夜间服务网

络，极大地方便了市民晚间出行，推动了济南

市民晚间休闲生活的繁荣。

技术创新让市民温暖出行

近年来，全国公交行业节能减排风起云

涌，济南公交的单车消耗量更是大幅降低到一

般单耗的三分之二。这是怎么做到的？源于公

司力推“结构性节能”和“操作性节能”。

什么是结构性节能？济南公交技术设备部

部长何彬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定制的“公

交版发动机”。在此前的调查中，公司发现，

城市公交需要特殊的低速大扭矩的发动机，于

是，他们通过采集路谱对发动机、传动系统提

出改进需求，又请来柴油机厂和变速箱厂技术

人员进行会诊，实现个性匹配，油耗一下子就

下来了。第二个是车身轻量化。比如，全车玻

璃一般都用5毫米玻璃，但济南公交经过实验发

现，4毫米的玻璃就能完全实现相同的性能，但

重量减轻了20%；又比如，公交轮胎一般都用双

排轮胎，济南公交又发现，用厚的驱动轮宽体

单胎，不仅重量减轻了，性能还不打折。

何彬介绍说，以前公司节油达标率不足

10%，用上车辆远程管理系统后，半年时间，全

公司节油率超90%。“节能就是节钱，在济南公

交，节油有奖励，人人争当节油能手。”

济南公交还鼓励技术创新降成本。在济南

公交维修公司有个“劳模创新工作室”。一大

早，“劳模服务热线”就铃声不断，接听各营

运站点在车辆维修、故障排除等方面的疑难问

题。统计显示，自4月份热线开通以来，已为公

司节约维修费用9万余元。

维修公司工作人员告诉笔者，过去维修车

辆，拆个七零八落是“必须的”，现在推行不

解体检测，运用信息化进行技术攻关，涌现出

一大批节约之星。比如“劳模创新工作室”带

头人之一的安伟，就创新提出了一种焊接车身

线路时不破坏绝缘层的新方法，单车维修就可

节约4000元。

济南公交之所以能够在节能降耗方面形成

好的氛围，关键是建立起科学的体制机制、统

一的核心价值观和行为制度系统。有效激发了

公交职工的创造活力与工作热情，形成了“人

人努力学技能，人人争当大工匠”的浓厚氛

围，让更多职工从昔日小工匠，向今日大工匠

转变，为企业在实现中长期发展规划和追求科

技创新、技术进步之路上，培养和储备了一批

具有工匠精神的技术人才。

不断满足乘客需求，是济南公交一直努力

的方向。为进一步提高乘客乘坐舒适度，打造

温暖出行环境，济南公交针对部分存在暖风系

统升温速度慢的车辆提早动手，投资200余万元

对812辆车实施技术改造，将车辆暖风系统的供

热方式由燃油加热改为尾气加热，保证车辆10

分钟内温度能升到17度。据悉，目前济南能提

供较好供热效果的车辆可达2900余辆公交车，

未来普通车暖风系统也有望改造。

何彬介绍，这次车辆技术改造主要涉及K96

路、K52路、BRT等K系列公交车的老旧车型，共

涉及到812辆。据悉，这些车都是空调车，但是暖

风系统升温速度较慢。何彬说，这些车辆技术改

造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车辆的快速升温。

“这批车的车型也比较复杂，既有汽油

车、柴油车，还有新能源车，在每种车型安装

尺寸数据不一致的情况下，我们针对每种车型

分别进行测绘、设计，并制订详细的改造方

案。”何彬说，在济南公交维修公司全体维修

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他们在2016年11月20日完成

全部812部车的改造任务。

何彬介绍，这次车辆技术改造工作期间，

正值济南市多条道路施工，造成公交车辆道路

运行时间长、回到车场停车时间较短，为保障

营运班次，保障市民顺利出行，济南公交将此

项改造工作时间安排在夜间车辆停驶后进行，

一线职工加班加点挑灯夜战。

“通过技术改造，这批车实现了直接通过

尾气对发动机循环水进行加热。”何彬介

绍，原来这些车都有加热装置，相当于烧油

的小锅炉，这次技术改造之后，车辆不再设

置专门的加热装置，而是采用尾气，车辆运

营更加安全。

何彬说，技术改造之后最大的改变在于，车

厢内暖风升温速度较之前有了明显提升，经现场

检测数据显示，改造后从车辆发动到循环水温度

达到60℃，比改造前减少5—10分钟。“现在车辆

行驶两三站，也就是10分钟内，车厢温度就能达

到17—18℃，肯定比车厢外能高出10℃左右。”

他说，之前出现过因车辆暖风不热导致乘客投

诉，此次济南公交投资200余万元对812辆车实施

技术改造，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同时，通过改造，减少了原先的燃油加热方

式对柴油的消耗，未改造前采用燃油加热的车辆

按照每天消耗柴油1L计算，改造后812部车每天可

节约812L柴油，冬运期间按120天计算共计节约柴

油97440L，可实现减少碳排放308吨，节能环保效

益显著。

无私奉献让乘客市民满意

“起不完的3点半，吃不完的半截饭”是公

交驾驶员们自嘲的话。每到特殊天气，人们都

往家赶，然而公交人却要往外跑

今年48岁的徐西军是101路线的一名老驾驶

员，去年11月21日，济南出现中到大雪，本来

上晚班的徐师傅中午就来到车队，和突击队员

锄雪、撒沙，他还在车门台阶上放一块小地

毯，他说：“下雪天乘客鞋上会带着冰雪，在

台阶上结冰之后容易滑倒，特意准备了一块棉

布或着地毯放在这里，就不会滑了。”

运行中徐师傅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虽

然深夜马路上人少车稀，他跑最后一班车时，

每一站他都仔细观察站牌前后有无赶车的乘

客，因为他知道，错过了这一班车会给乘客带

来很大的麻烦。

收车后已是将近凌晨1点半了，他依然坚持

按照标准把车辆检查一遍，打扫车辆卫生、关

闭车辆电源。由于是雨雪低温天气，为确保早

班安全运行，也为了不影响深夜家里熟睡的妻

子和孩子，徐西军总是选择留宿车队，一大早

便起来与值班人员、线路高星级驾驶员、团员

青年一起，对院内停车场、车辆挡风玻璃、维

修区、出场路面等位置的积雪进行清理，带领

大家上站撒沙、锄雪。

今年37岁的王英(化名)是济南公交75路线一

名女驾驶员，10日下午1点多，王英跑完了3圈

车的任务，指着大塑料杯里的水说，“六七个

小时就喝了这么点水，不敢喝，怕上厕所。”

75路线由全福立交桥发往省体育中心，途

经二环东路、闵子骞路、文化东路等路段，道

路狭窄拥挤，堵车严重，这让很多驾驶员犯

愁。王英表示，一堵车就压缩了吃饭、上厕所

的时间，有时候甚至跑3圈8个多小时不能下

车。“上厕所”的问题虽然说出来尴尬，但

“人有三急”又不得不面对。“说有驾驶员穿

着尿不湿开车，虽然挺少，但确实有。”王英

说，有时候驾驶员停车后，“嗖”就跑出去

了，当乘客们还没反应过来就匆匆上车，一般

是憋不住了才这样做。

女驾驶员更不好解决，只能一路憋着，不

少人憋出了毛病。“前段时间老想上厕所，去

医院检查，医生说是尿道炎，嘱咐多喝水、多

上厕所。”王英说明了自己的工作后，医生只

能建议她下班后多喝水。

开车不喝水，开车前上好厕所。王英指着

自己的大塑料杯说，“开车前灌满了水，跑了

六七个小时回来，就喝了几小口，基本还是满

的。嘴巴干了就喝点水抿抿嘴，滋润一下。”

2016年12月28日凌晨0：00，室外温度低

至-7℃，寒风割得脸颊生疼……此时的济微

路上，济南公交供电分公司供电所的线网工

们正站在5 . 5米的高空徒手巡查着102路公交电

车线网，检查电车线表面有没有坑洼或线损。

供电所现有的41名巡线工，担负着4条电车线

路、33公里电车线网的安全排查和供电保障，

每人每年用手“走”过的线网里程超过1000公

里。巡线工每天夜里至少要“摸”线8公里，以4

天为一个周期巡查全市所有的电车线网。“天气

越恶劣越要在第一时间排除线路隐患，保证每天

凌晨5：00早班车顺利发车。”干了30多年巡线

工的苏建国说。

辛苦我一个，方便千万人。这就是我们的

公交人，每到出现明显雨雪、大风和强降温天

气时，济南市公交便启动雨雪恶劣天气应急预

案，全市250条公交线路上的5300多辆公交车将

全部出动，12600余名公交员工坚守工作岗位，

确保公交正常运行，保障市民顺利出行。

“撸起袖子加油干，争做出彩公交人。”

“乘客满意就是济南公交人的最高追求。”省

人大代表，济南市公交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

理薛兴海表示，济南公交系统将不断创新服务

措施，特别是将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手段，对

公交客流变化进行科学的分析研判，通过新开

或优化调整线路，努力提升市民乘车体验，不

断提高公交出行分担率和乘客满意度，全面完

成《济南市治理交通拥堵十大措施》中分配给

公交的各项目标任务，为“打造四个中心，建

设现代泉城”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精准服务 惠泽于民
——— 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创新服务保障市民出行纪实

开辟线路、建设站点，构建合理公交线网，让市民出行

快捷方便；创新服务、提升品质，让市民享受优质公交服

务；购置纯电动车、节能减排，让市民乘坐绿色公交……在

济南市“打造四个中心，建设现代泉城”的科学发展之路

上，日夜穿行在泉城大街小巷上的一条条公交线路，犹如一

串串流动的音符，谱写着省会济南跨越发展的奋进乐曲。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和市交通运输局的坚强领导

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12600余名职工按照“打造四个中心，建设现代泉城”的目

标要求，始终坚持安全运营、优质服务，恪守“心系乘客、

服务一流”的服务理念，把乘客满意作为最高追求，紧紧围

绕“扩大公交覆盖，增强吸引力，稳步提高公交出行分担

率”这一中心目标，把“科技创新”、“服务创新”的战略

和理念渗透到公交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中，用亲情经营十米车

厢，用温暖感染八方乘客，努力为广大市民提供安全优质的

出行服务。

2008年4月以来，济南先后开通运行7条BRT线路，形成“两横三纵”快
速公交网络，成为全国首个实现快速公交独立成网的城市。

济南公交在国内首次推出“定点发车、准时到站”这一“守时公交”服
务举措。

调度人员使用智能调度系统进行车辆调度。

济南市公交总公司在城区主要干道构建零时公交网，满足广大市民夜间
出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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