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世界田联竞走巡回赛暨全国竞

走大奖赛（第1站）暨东京世锦赛选拔赛（第

1站）将在我市举行，为确保比赛的顺利进

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及其实施条例等相关规定，决定对高新

区太仓大道（白云渡大道-富达路）、万金北

路（科文路-太仓大道）、学府街（云萃景园

西门-太仓大道）实施禁止车辆、行人通行

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管制时间为2025年

2月26日13:00~2025年3月2日24:00。

请过往车辆驾驶人、行人提前规划出行安

排和通行线路，服从现场执勤人员的指挥

疏导。

特此通告。

太仓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5年2月19日

关于对太仓大道竞走比赛相关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
广告

有市民询问：听说从3月1日起，从鹿河
到朝阳路车站的217路公交车要取消了，但双
浮路沿线如三家市不少老人要坐这班车到太
仓。能否保留217路公交？

市交运局工作人员回复：217路公交目
前暂不做运营调整，更多公交相关信息，请
关注太仓公交微信公众号。

217路公交能否保留?

有市民反映：G15沪武高速扩建工程，太
仓段除朝阳路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外，其它
全部处于封闭状态，很不方便。能否分批次
封闭出入口？

市交运局工作人员回复：本次G15沪武
高速扩建工程，范围为常州至太仓段全线。
目前，省交通管理部门从安全和建设效率等
方面综合考虑，决定采取常州至太仓段全线
往上海方向半幅全封闭施工。考虑到施工影
响，经我市争取，沿线各县市出入口仅保留了
我市主城区入口（朝阳路）可以往上海方向通
行，又在原本封闭的太仓新区出口(S339）处
协调建设管理方临时抢修一条上海往太仓方
向下匝道，开放了出口，尽最大可能保障太仓
与上海高速连通。为保障工程全线施工计划
的正常进行，沿线各县市均在全力克服困难，
积极配合，希望大家理解支持。

G15扩建，出入口能否分批次封闭？

有市民反映：浏河镇上海假日花园2栋，电
梯已坏数日无人处理。能否尽快修复？

市市场监管局和浏河镇工作人员回
复：经现场核实，这一楼栋有两部电梯，一部
正常使用中，一部因电梯钢丝绳磨损需动用
维修基金更换，目前在走使用维修基金的流
程。已催促物业公司尽快完成电梯维修，物
业公司已在电梯口张贴告示，告知相关情
况，并承诺尽快完成维修工作。

电梯已坏数日，为何不修？

有浏河镇居民反映：浏河镇童赋苑东门
门口的人行道及东港路东侧的人行道常有
机动车违规停放，能否整治？

浏河镇工作人员回复：镇综合行政执法
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公室日常巡查人员
按规定对违停车辆进行贴单处置。接下来，
将加强对该处的巡查，及时发现及时处置。

车辆占道停放能否整治？

有市民反映：万达小区1幢、2幢水压很
低，经常导致燃气热水器热水供应不稳定甚
至无法使用，怎么办？

市水务集团工作人员回复：已安排维修
人员至万达小区现场实测水压，经测试1幢、
2幢水压均符合标准。用户家中如有水压低
的问题，可直接拨打公司24小时服务热线
4008877212报修，公司将安排维修人员上
门勘测。

房子水压低怎么办？

□□本报记者 缪卉蕾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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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科教新城居民反映：小区公共充电
亭，充电4个小时要支付1元，相对于电费成
本，收费是不是有点高？

市发改委、市场监管局、科教新城管委会
工作人员回复：社区公共充电亭的充电费用
中，包含了充电电费和充电服务费用。根据
上级相关工作要求，我市正在推进电动自行
车充电收费行为的规范工作，要求充电计费
模式调整为按实际充电量计算，并做到充电
电费和服务费分别计价、分别公示。其中，充
电电费应按照居民合表用户电价计收；充电
服务费包括场地租金、设施设备折旧、人工费
和合理回报，实行市场调节价，由业主委员会
或者受委托的物业等与经营者协商确定。科
教新城已于2024年11月向太仓市供电部门
申请安装电动自行车充电桩专用电表，降低
充电电费，项目将在2025年上半年启动，对
辖区内各安置房小区进行电表改造。

电瓶车充电费是不是有点高？

有市民反映：南园西路上果园新村门面
中有一家洗车店，门前污水横流至人行道，
影响市容市貌和市民出行，能否管管？请问
该洗车店是否办理了排水许可证？

城厢镇工作人员回复：洗车店不在规定
办理排水许可证的生活污水4个大类名录之
内，故洗车店不需要办理排水许可证；城厢
镇综合执法办城西中队已现场查勘，告知洗
车店负责人注意周边环境卫生，避免洗车过
程中污水外流，影响周边环境和行人通行。
后续将加强此处巡查，确保店家履行市容环
卫责任。

能否规范洗车店污水排放？

2024 年 11月，市公交公司推出“公交+网
约”，首批网约公交在太仓主城区7平方公里范
围内试运营，市民通过手机预约即可享受定制服
务。系统根据实时需求智能规划路线，拼车模
式下人均费用3元。2025年 2月，服务范围扩
展至14平方公里，新增覆盖天镜湖商圈、海运
堤商圈等区域，车辆从2辆增至4辆，受到了市
民的欢迎。据统计，截至目前，已累计接单7000
多单。

相比于网约车，网约公交性价比更高，可缓解
“骑车累、打车贵”的烦恼；相比于普通公交车，网
约公交车不必“站站停”，主打“点对点”接送，真正
实现“随叫随到”。“网约公交是根据乘客的需求实
时调度车辆，对于早晚高峰时段、没有直达公交的
部分区域，动态公交填补了传统公交的空白。”潘
小虎说。

其实，“公交+文旅”亦大有可为。2015年，市
交运集团成立交运国际旅行社，充分利用“合规运
营车辆+专业执业人员”的优势，与市政府合作开

通太仓一日游，吸引了很多周边地区，尤其是上海
的旅客来太仓体验“幸福田园城”生活。现在，市
交运集团开通景区直通车，直接将市民从家门口
送到景区，进一步方便了市民的文化生活。2024
年，演出经济火热，市交运集团敏锐把握时机，在7
月开通第一条演唱会专线，为观看演唱会的市民
提供出行接送服务。

此外，今年市公交公司还将推出婚礼定制公
交业务。“‘公交+婚庆’是我们挖掘公交服务潜力
的一次新尝试。”潘小虎表示，公交车大空间、高承
载的特点非常适合婚礼场景。目前，已经有多对
新人预约婚礼定制公交服务。未来，市公交公司
将探索更多“公交+”服务模式。

从“固定线路”到“动态响应”，从“大而全”到
“小而美”，传统公交积极探索转型之路，既是应对
客流量下滑的“自救”，也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缩
影。当传统公交放下“身段”，以更加轻盈的姿态
融入城市肌理，或许能重新驶入市民生活的“中心
站”。

公交“求变”重塑出行生态

如今，坐长途大巴的人越来越少了。
走进太仓汽车客运站，只能见到寥寥数名乘

客，往昔车站内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的热闹景象不
复存在。这里曾是太仓连接省内外各个城市的交
通枢纽，如今却冷冷清清。“2016年可以说是太仓
市长途客运的客流高峰，当时除了本省的一些线
路，大家还可以乘坐大巴到上海、安徽、河南等地，
最远可以到达四川、重庆、福建等地区。”市交运集
团市场营销部经理邓迎春告诉记者，据统计，2016
年，太仓汽车客运站全年客流量超175万人次。之
后，客流量逐年下降：2020年受外部大环境影响，
客流量断崖式下降，全年客流量只有67万多人次；
到2022年，受车站阶段性停运影响，全年客流量更
是锐减至20多万人次。

除了太仓汽车客运站的长途大巴，朝阳站、沙
溪站、浏河站的沪太快线客流量虽相对稳定，但也
受到冲击。“2016年到2019年间，每年客流量基本
保持在100万人次左右。”邓迎春告诉记者，从2020
年开始，沪苏通铁路和沪宁沿江高铁相继开通，太
仓至上海的通勤时间大幅缩短，高铁的舒适性和准
时性让长途汽车优势不再，快线客流量逐年下降，
目前太仓地区快线的年运量在70万人次左右。

市内公交状况同样不容乐观。以往在早晚高
峰时段，部分公交站点常会大排长龙，如今，空驶车
辆成为街头常见景象。相关数据显示，2024年全
年，市内公交的客流量在1100万人次左右，相比
2016年客流最高峰近1950万人次，下降了44%。
一些曾经热门的公交线路，如今的客流量甚至不足
以往的一半。无论是市区内的主干道线路，还是通
往乡镇的线路，客流量的下滑都十分显著。

“传统公交客流的持续下滑几乎是可预见的必
然趋势。”邓迎春告诉记者，“这本质上是城市出行
生态重构的结果。”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升，
我市私家车保有量从2015年的12.69万辆增长至
2024年的29.74万辆。私家车出行不受乘车点、线
路和班次时间限制，十分便利，市民何阳对此深有
感触：“我以前往返市区和浮桥镇依赖公交，虽然能
到达目的地，但路上花费时间长。现在自己开车，
时间能自由掌控，出行也更加方便了，所以乘坐公
交的频率也就大幅降低。”

网约车和公共自行车的出现同样分流了部分
乘坐公交的乘客。网约车凭借线上预约、精准定
位、快速响应的特点，满足了乘客对出行高效性和
个性化的需求；公共自行车则以灵活便捷、随停随
走的优势，正蚕食着3公里内的公交短途客流。现
在的太仓街头，随处可见骑着共享单车穿梭的市
民，以及在路边等待网约车的乘客。

沪苏通铁路和沪宁沿江高铁的开通更是带来
颠覆性影响。沪苏通铁路让太仓融入上海“半小时
经济圈”，沪宁沿江高铁使太仓前往南京方向的出
行时间缩短 40%，这导致长途汽车客流量大幅下
降。同时，许多乘客在前往高铁站时，倾向于选择
私家车、网约车，间接影响了市内公交客流量。

此外，更深层的矛盾在于公交服务供给与需求
脱节。市交运集团通过大数据分析和市民出行调
查发现，部分公交线路过长、绕行过多，导致运行效
率低下；还有部分线路客流稀少，但是仍在运营，造
成资源浪费。

传统公交如何打破困局，走得更远？
面对客流锐减和成本攀升的双重压力，太仓

公交并未坐以待毙，而是以“精准化、差异化、智能
化”为核心，开启了从“粗放运营”到“精准服务”的
转型。

“早在2015年我们就关注到了客流可能下滑
的趋势，所以此前已经在采取系列应对措施。”邓
迎春表示，近年来，市交运集团陆续购入112台13
座以下小型客车并投入使用。“这种车型从大改小
的变化，一方面提高了运营效率，另一方面提高了
车辆的舒适度，并改善了乘客的乘车体验。”同时，
市公交公司陆续购入10米以下的中型公交车，甚
至“微巴”公交，不仅降低了车辆的购置成本和运
营成本，还提高了车辆在道路上的灵活性。“微巴
在一些狭窄街道和客流较少的路段行驶更加方
便，也能够更好地适应客流量的变化。”市公交公
司副总经理潘小虎说。

此外，太仓还深入调研不同人群的出行需求，
推出定制化服务，精准满足细分需求。2014年
底，市交运集团成立定制公司，2015年2月建成太
仓航站楼，并同步开通了至上海虹桥机场和浦东
机场的专线服务，方便乘客搭乘航班，后又逐步演
变为24小时可上门接送的机场快线。去年，市交
运集团将太仓发往苏州的长途汽车正式升级为

“便民快巴”，并新增了浏河至苏州，以及朝阳站发
往虹桥的“便民快巴”，重新制定太仓市区、沙溪汽
车站发往苏州火车站的“便民快巴”班次，为市民
提供更优质的出行体验。市公交公司还开通了20
条校园定制公交，投放车辆34辆，日发班次70余
班，惠及6个区镇、10所学校，解决了1500余名学
生上下学的出行需求。

“在传统公交整体客流量不断下滑的情况下，
优化调整公交线网结构是公交系统‘降本增效’的
重要尝试之一。”潘小虎告诉记者，今年，市公交公
司将构建“骨干线＋接驳线为主体，多样化线路为
补充”层次分明的三级网络。目前，正在分批次构
建城市和城乡的骨干线网，同步优化调整低效支
微线路。此外，为配套骨干线网的优化调整，计划
试点交通信号灯绿波系统，以提升公交的运行效
率。

长途与短途的双重困境

客流量下降

多重因素交织
客流分流的背后

创新服务理念

“公交+”模式方兴未艾

谋变求新

积极探索转型路径

在城市交通体系中，公交是市民日常出行的重要途径，也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一

环。然而，当下太仓公交正面临客流量持续下降的严峻挑战，如何在困境中转型突围，

成为关乎城市发展与民生福祉的关键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