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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有大应用

济南市城市交通研究中心主任刘彤
总是脚步匆匆。最近，他一直在加班加点，
忙着济南公交公司参加新加坡公交线路
运营的投标项目。“2014 年 12 月 12 日购
买招标文件后，我们马上组织翻译、进行
招标资格注册认证、成立竞标工作专项小
组、完成标书等，紧锣密鼓地工作。1 月 19
日，公司派人赴新加坡提交竞标文件；2
月 3 日，赴新加坡汇报技术建议书。济南
公交的管理水平在国内领先，这次想试试
能否走出国门、输出管理。如果投标成功，
将大大提升公司的管理水平。”

济南市城市交通研究中心还有块牌
子，叫“济南公交研究院”，这是国内首家
由公交企业设立的研究院，创建于 2006
年，与国内外知名高校合作，致力于公交
行业前沿的科技和理论研究，为解决行业
发展难题提供科技支撑。

2014 年，他们把大数据分析成果用
于线网优化工作及线路开设等方面，利用
大数据精准把握乘客需求，合理布局公交
线路。把大数据应用在公交行业，这是行
业首创。“很多地方提出建设公交都市，公
交都市不仅仅是服务好已有客户，还要扩
大用户，同时为城市交通管理提供支撑。”
刘彤说，他们与麻省理工学院合作，通过
收集数据、搭建模型、进行运算，对济南市
民的出行数据进行了全样本分析，发现市
民的出行规律，这些研究有助于企业进行
科学决策。

济南市域东西向狭长，在已有的城市
开发模式下，市民“住东不住西，住南不住
北”。通过大数据分析，他们发现很多市民

“职住分离”，居住在老城区，工作在高新
区，每天早晚高峰时，东西向主干道已经

“过饱和”，需求远远大于供给。
要破解这一难题，单纯靠拓宽道路、

增加线路已不现实，“开通线路要建设场
站，车辆行驶在道路上要占用道路资源，
汽车尾气排放也会加重雾霾，交通走廊上
的交通运输必须采取集约化运输方式，才
能满足市民的需要。”刘彤说，利用大数据
分析，公司计划开通高峰网，在早晚高峰
开行，但早晚的运行路线可能不同，早上
主要是将乘客送达工作地点，傍晚时则可
能开到济南的几个商圈，满足他们的购
物、休闲需求。高峰网的线路打算分批开
通，目前第一条线路正在征求乘客意见。

大数据有助于科学决策。2014 年，济
南公交推出了不少创新举措，比如开通 8

条社区公交，在一些有公交出行需求的小
区开通“迷你公交车”，通过社区公交与已
有公交网络接驳，方便市民快捷出行。

公交行业是窗口行业，创新成为他们
不断优化服务的动力。很多乘坐公交的人
都有这样的体验，等半天车不来，你刚打
车走了，公交车到了。为让乘客出行可计
划，2013 年 7 月 18 日，济南公交发布了

“手机来车预报”软件，叫“微步”，用手机
下载 APP 软件后，可实时查询想乘坐的
公交车在什么位置，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经济日报》记者在手机上点开“济南
公交”，马上弹出“温馨公交，伴您出行”的
欢迎页面，点开“公交车”选项，有“线路查
询、站点查询、换乘查询、收藏夹”等选项。
记者随机查询了1路车上行路线的解放桥
东站，发现有一辆公交车即将进站，还有
一辆车将抵达上一站青龙桥。市民王珊每
天都乘公交车出行，她说，“现在用‘微步’
已成了习惯，如果看着车还有两站才到，
我就晚几分钟出门，用着很方便。”

“让乘客出行前可规划、出行时可计
划是我们的目标，通过科技手段，我们正
在实现这个目标。”济南公交信息中心主
任綦忠平告诉记者，目前，“微步”软件的
注册用户达 120 多万人，而济南公交每天
运送的乘客是 240 多万人次，使用该软件
的用户覆盖面较大。去年 12 月 26 日，济
南公交官方微信“济南公交”正式开通，这
是济南公交继开通官方网站、微博之后，
在新媒体运用上的又一重要举措；今年 1
月 1 日，济南公交又推出了在网上为公交
卡充值的服务。

感受着公交行业的创新脉动，38 岁
的綦忠平说，“交通是城市的动脉，干这行
很有意思，感觉创新无止境！公交与很多
人想象的不太一样，是劳动密集型行业，
更是科技密集型行业。”

零时公交背后的玄妙

2014 年 6 月 3 日，济南公交在业内首
创零时公交网节点无缝衔接，在济南的大
观园、全福立交桥、黄岗、燕山立交桥、五
里牌坊 5 个公交站，在每天零点双向 4 辆
车同时抵达，每辆车在这里停车 3 分钟，
方便乘客换乘，再同时发车。

行内人一听，“做到这条不容易！”
为什么？同时发车不难，只要调度排

好班次，司机按点发车就行，但由于路线、
站点、路况、沿线信号灯、乘客上车情况、
司机驾驶情况等综合因素差异，双向不同
线路的车同时抵达，再停 3 分钟候客，背
后要考量的可就多了。

“其实，这是对我们智能调度系统的
考 验 。我 们 的 公 交 车 一 大 半 都 安 装 了
GPS 系统，通过这个系统，我可以精准定

位车辆的位置。为满足乘客夜间出行需
求，结合城市重要交通节点、各大商圈及
各大医院的分布，我们将城市主客运走廊
上运行的 12 条主干线的营运时间延长至
零时,构建‘井’字形和‘米’字形夜间服务
网络。”济南公交营运市场部副部长李嵩
说，构建零时公交网在我国北方城市是首
次，以往，大部分城市是开通了几条夜间
线路，这次他们把线织成了网，实现了零
时公交网节点无缝衔接。

记 者 曾 多 次 采 访 济 南 公 交 ，早 在
2009 年 10 月，济南公交调度指挥中心开
通启用。在电脑上，无论白天晚上，都能调
出车辆、乘客等相关实时视频资料，对驾
驶员的文明服务、车厢安全等监控检查。
目前，济南公交有 4700多部公交车，其中
1700余部安装了 3G监控系统。

“我们提前 10 天对车辆运行情况进
行测试，每天都干到深夜。”李嵩说，“为实
现零时 4 部公交车同时抵达同一站点，我
们对夜间车辆运行速度反复测试。通过智
能调度系统，调出不同时段、不同路段的
行车参数，按平均运行速度，实地计算每
个路口、沿线信号灯的通行时间。经反复
测试，倒推出每辆车发车点和途经站点的
抵达时间，最终实现目标。”

从 2013 年起，济南公交对夜间公交
线路的末班进行延时，开通零时公交网是
对市民出行服务的提升，也是济南公交结
合城市公交引领城市发展（TOD）战略要
求，带动泉城夜生活繁荣作出的努力。

在李嵩看来，公交行业还称不上是
“朝阳行业”，更像“黎明前的行业”，因为
与发达国家来比，我国公交行业欠账较
多，基础设施、服务水平等还有“很长的路
要赶”。正因如此，改进提升的空间很大，

“特别有干头”。在他的梦想中，公交应该
让人们的出行可计划、可控制，人们出门
首选公交，知道公交车什么时间能来、什
么时间能到目的地，“非常靠谱”。

从“狂飙公交”到“节油大王”

2009 年 1 月，济南市被授予第一批
“十城千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应用示范
推广试点城市。“发展绿色公交，推行节能
减排”已成每位济南公交员工的追求。

在济南公交，有个“节油大王”远近闻
名，他是一分公司 3 路车驾驶员张健。
2011年，他代表济南公交参加在北京举行
的 2011 全国城市公交客车节油技能大
赛，荣获冠军和“节能技能明星”称号；
2012年4月，他被授予“济南市劳动模范”
荣誉称号；2014年，他参加“中国重汽豪沃
客车杯”山东省城市公交客车驾驶员节油
技能大赛，获手动挡柴油组第一名，被省
总工会授予“山东富民兴鲁”劳动奖章。

张健是高山族人，今年 40岁，开了 21
年车。说起自己取得的成绩，他笑得挺腼
腆，“没有领导的关心帮助，不可能有我的
今天。年轻时，我开车特猛，那时大家叫我
们‘狂飙公交’，别人说我开的是‘张飞车’，
经常遇到剐蹭、耗油多、抛锚等问题。2008
年起，公司每年举行节油技能大赛，车队一
位老师傅跟我谈心，说我开车不安全，让我
参加比赛，试试自己到底行不行。”那次比
赛，他得了个倒数第一。他开始悉心钻研车
辆构造和机器原理，经常找老驾驶员或修
理工请教，成了“节油明星”。

“车队总结了张健节能驾驶操作法，
还让他带徒弟，他的节能秘诀有四句话，

‘心态平和、掌控有度、巧用滑行、增判减
停’。”一分公司副经理孔建华说，行车中，
心态平和特别重要，不争不抢，才能确保
安全，起步停车不能着急，在行驶中，对路
面状况进行综合观察，增加预判，匀速行
驶，切忌盲目加速，巧用带挡滑行，才能节
能，确保安全驾驶。

“公司一直很重视节能减排。去年 12
月 24 日，我们刚刚获得首批交通运输行
业绿色循环低碳示范项目。”济南市公共
交通总公司技术设备部部长何彬说，目
前，他们狠抓结构性减排、技术性减排和
管 理 性 减 排 ，连 续 多 年 完 成 每 年 减 排
1000 吨标准煤的目标。所谓结构性减排，
就是通过采购新车，淘汰黄标车，提高绿
色公交车的占比；所谓技术性减排，则在
定制车辆时采取节能减排的新技术、新工
艺，“量身定做”公交车，比如采取轻量化
技术，降低车辆自重，达到节能目标；所谓
管理性减排，则是在驾驶员星级考核中加
大节能权重，通过奖罚制度让每位驾驶员
都有节能积极性。

作为我国首批“十城千辆”节能与新能
源汽车示范推广试点城市，济南公交通过
融“3G、GPRS无线网络、有线网络”三网于
一体的公交智能调度系统,使人、车信息与
电子站牌网络互联互通，形成了公交车辆
物联网的管理体系,每年实现节约柴油
1061吨、燃气54.4万立方米、用电50.2万
千瓦时,相当于节约2331吨标准煤。

“公交引领城市发展对我国意义深远。
城市长成什么样是规划的事，城市规划应
引入交通影响评价制度，要根据建设小区
的容积率规划好未来入住后的出行解决方
案，按交通承载率倒推数据来规划，否则会
加大社会成本。”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党
委书记、总经理薛兴海认为，要破解当前

“无解”的“大城市病”，就要大力发展公交
行业，鼓励行业科技创新，在重点领域保持
与国外同步，让公交企业可持续发展。他
说，“未来，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
性作用，尽快赶上发达国家的公交服务水
平，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感 受 创 新 脉 动
——来自山东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的故事

本报记者 王 晋 管 斌

图①图① 济南公交总公司一分公司济南公交总公司一分公司 33 路车驾驶员张路车驾驶员张

健健（（右一右一））与对班司机交接车辆前与对班司机交接车辆前，，总要仔细检查车辆总要仔细检查车辆。。

图②图② 济南公交总公司调度指挥中心内济南公交总公司调度指挥中心内，，稽查部稽查部

工作人员在电脑上可实时对驾驶员的文明服务工作人员在电脑上可实时对驾驶员的文明服务、、车厢车厢

安全等监控检查安全等监控检查。。

图③图③ 济南公交总公司济南公交总公司 5252 路总站内路总站内，，每趟车跑完每趟车跑完

一圈一圈，，驾驶员都要马上清洁车辆驾驶员都要马上清洁车辆。。 王王 晋晋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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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人带来

的最多感动
王 晋

在行业内率先推行“星级管理、

星级服务”制度；首创“情绪管理”

保障运营安全；推出“公交论语”，

把“十米车厢”变成传播正能量的

“流动课堂”；发布全国首个公交出行

时刻表，首创零时公交网节点无缝衔

接；牵头制定城市公共汽电车专业工

作标准；推出公交微博、公交热线、

手机来车预报软件、定制班车等。

在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创新

故事每天都在发生。《经济日报》 记

者多次跟踪这家企业，每次都有新的

发现。2015 年新春之际，我们再次

走进济南公交公司，挖掘这家曾获得

“全国城市公共交通文明企业”、“全

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文明单位”

等多项荣誉的企业发展之道——

北京南站候车大厅是公共区域，禁止吸烟，但

春运期间旅客众多，一些不文明行为也时有发

生。除了通过广播提醒旅客不要吸烟之外，我们

还会派巡视员在各候车室来回巡视，一旦发现违

禁行为，立即制止。

今天下午 2 点多钟，我当班时接到 G14 次高

铁车长的电话，得知列车上有两名老年旅客行动

不方便，从上海虹桥站上车时，其中一名是由其家

人用轮椅推上车并安排好座位的。两位老人行李

物品特别多，独自出站比较困难，且到站后需要坐

出租车，希望我们能提供帮助。

闻讯后我立即请车长转告旅客放心，我们会

去车厢里接两位老人，并问清了旅客的车厢和座

位号。放下电话后我马上安排好工作人员在列车

到达前去站台等候，上车接旅客并送到出租车等

候区，再送旅客顺利坐上出租车，并嘱咐出租车司

机途中予以照顾。一小时后，按照我们的约定，我

接到了两位老人打来的电话，告知已平安到家，大

家这才放心。两位老人的家人在电话里不停表示

感谢，说自己工作太忙没法请假接老人，没想到我

们能如此为旅客着想，并提供细致周到的服务。

收到旅客的感谢，我和同事们都觉得付出再多都

值得。

（本报记者 齐 慧整理）

出站不便我来帮
2015 年 2 月 11 日 晴

北京南站值班站长 梁 娜

公交行业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在很多人眼

里，这是个平淡无奇的行业，也是个劳动密集型行

业。城市里，公交车、地铁、城铁等共同织成了一张

交通网，我们享受着公交提供的便利，也抱怨着公交

服务的不足，但往往忽略了这个行业背后的人和故事。

作为记者，我连续几年走进济南公共交通总公

司。每次采访都有新发现。这不仅是劳动密集型行

业，也是科技密集型行业，更是奉献密集型行业。

还 记 得 那 对 公 交 夫 妻 。 他 们 都 是 高 星 级 驾 驶

员，为了照顾 6 岁的孩子，两口子跑一辆车，一个

上早班，一个上晚班。不管年节还是双休日，一个

总是顶着星星上班，一个总是后半夜到家。两口子

最大的遗憾是从没一起带孩子玩过。说到一家三口

没拍过一张合影，身为母亲的王红霞流泪了，她想

擦干眼泪，但眼泪却越擦越多⋯⋯平凡人给我最多

感动。在这个行业，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职工，为

了保障大家的出行，无论寒暑雨雪，他们都会准时

出现在岗位上。我们也许记不住他们的模样，但他

们也是撑起这个国家的脊梁，我们应该给他们多一

些理解和尊敬。

还记得那些济南公交研究院的员工。这是个年轻

的团队，除了几个带头人是“70 后”，大部分是“80

后”甚至“90 后”。这家由济南公交总公司自行开办的

研究院成立于 2006 年，在行业内属于首创。如今，他

们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等国内外知名学院合作，致力

于公交行业前沿的科技和理论研究，搭建起国际先

进、国内一流的研究平台，承担了行业内标准制定、

教材编写、规划研究等任务。创新基于实践，又很快

对实践产生作用，成就感让他们充满激情。

还记得济南公交总公司干部的学习干劲。每次与

该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薛兴海见面，他都会谈到他

最近又读了什么书、有什么收获。每个周末，他会跑

到高校听讲座，对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知识广泛

涉猎。正因为有这种崇尚学习的氛围，公司干部职工

好学不倦、追求上进，成就了一个学习型组织，也才

有了企业的不断创新。

走下去，我们总会发现很多新鲜的东西，收获心

灵的感动。企业是经济的基本细胞，企业兴则经济

兴。通过触碰这一个个细胞，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经

济的运行情况，了解世界经济的冷暖。把目光投向这

些看似平凡的行业，也会让我们收获更多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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