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K
2013年3月14日 星期四

编辑/刘燕娟 图编/言琼 美编/陈青青 校对/汤吉 A17

快感，无关阵痛！

一座“穷城”，五年免费公交
常宁公交调查：三次阵痛改革，政府强势治乱，公司最终妥协，市民成大赢家

第一次改革 公私联营

免费前， 常宁城仅3条城市公交
线，经营权被常宁市公共交通运输总
公司掌控。公司只管调度，司机占山
为王。

常宁市公共交通运输公司负责
人张宏，数次公交变革的亲历人。

1998年10月，政府招商，张宏挂
靠总公司旗下， 花费120多万元买下
16台新车， 免费承揽了三条线路，每
年向公共交通运输总公司缴纳5万承
包费，常宁市财政不提供补贴。

张宏回忆，当年政府意识到公交
必须规范，但缺乏足够财力，这开启
了民资进入公交的序幕。

第二次改革 私人经营

2003年，常宁市公共交通运输总
公司破产，张宏自组公司。此时，常宁
市公交车已发展42台车、3条城市线
路和6条城乡线路。

“长期放养，基本不管。”张宏回
忆。此后，他将公交车发包司机：司机
每年向公司缴纳车辆总价的30%费
用，3年后车归司机所有。

第三次改革 强势改公

“发包模式下，前三年司机都亏
了，投入挺大。”

张宏说，尽管自己没有向政府缴
纳承包费用， 但常宁没提供任何补
贴， 公司只享有中央出台的税费、养
路费等四大扶持政策。

这为公司解体留下隐患，司机经
常抢客、拒载、时常、事故频发……民
怨积沸，当地政府“忍无可忍”。

2007年，张宏丰收：公司收回成
本，司机开始赚钱。公司纯利近40
万元。

但次年，常宁发文收回线路经营
权，但这离他的承包期还剩两年。

面对市委市政府强势回收，张宏
说，“官方说乱象必须治理，免费已板
上钉钉。”

最终，他选择妥协，仅保留6条城
乡线路。

多方妥协，市民受益

当初合营，之后私营，
最后国有免费。 市民乘坐
免费公交的背后， 隐藏多
方博弈。

常宁收回3条城市公
交线后， 最大矛盾随后出
现：如何安置3条线上的42
台公交车和承包的老司
机？

记者调查中获悉，此
后常宁市政府决定收购安
置42台私营公交。 此过程
在政府员工和公交司机眼
中， 都是一场异常艰难的
博弈。

常宁市城市公共交通
管理处负责人刘建国全程
参与。他说，为安置好42台
公交车，“牺牲不小， 评估
价格均高于正常价格”：由
政府收购，每台车额外补3
万元，优先录用老司机。

但这并不能让司机满
意。 原本个体运营公交车
改革后担任免费公交司机
的刘中平抱怨：“自己开车
年赚六七万， 现在拿死工
资，每年3万到顶。”

司机们开始抱团维
权，刘中平等人选择妥协。

2008年7月1日， 常宁
免费公交正式运行， 随即
引发全国关注。

刘中平还向三湘华声
记者表示，如此公交改革，
如果在长沙这样线路复
杂、 公司众多的大城市中
实验，实行更难。

堵城变顺，事故锐减

常宁的“痛下杀手”，
在刘建国看来， 根源在于
“太乱”！

他介绍， 实行免费公
交前，公交车跟的士、摩的
没区别，招手停，随时下。
喊客、拉客、抢客严重，市
民和管理者都深恶痛绝。

这个只有十余万人的
小城经常堵车， 公交车事
故频发。公交车甩客、拒载
屡见不鲜， 老年人压根坐
不上车，投诉不断。

一切在免费之后改
变。2008年7月1日，常宁统
计的市区摩的、 三轮等非
法营运车辆为1600多辆，
2012年9月已自行减至不
足400辆。

当地官方数据显示，
2012年常宁城市公交车事
故平均每月不足3起，多为
轻微刮擦事故， 全年无伤
亡事故。

这直接影响百姓。常
宁退休教师王贤军一说起
免费公交就竖起大拇指，
王老师全家六口， 免费公
交前一月的公交费用上千
元， 现在这笔钱都几乎足
够全家每月的生活开销。

更让常宁市民称道的
是公交车免费了， 服务质
量更是提高了。

常宁统计发现， 免费
公交后， 每年可为市民出
行省下3300多万元的交通
费。在刘建国看来，常宁治
理城市交通取得的成绩只
有在公交车完全由政府主
导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财政填窟，绞尽脑汁

政府主导的免费公交
到底能走多远？

刘建国向记者介绍，
常宁总共有三条城市线
路， 现在每天上路运营的
公交车辆有46辆。 每年所
有免费公交包括司机工
资、维修、油费和保险费用
在内的生产成本需近千万
元。 每年除了中央财政补
贴200多万元外，地方财政
需补700万元，此外车身广
告可收入80余万元。

在他看来， 维持不成
问题， 但现在遏制常宁免
费公交发展的核心问题就
是资金， 为此常宁想尽办
法。为建标准站台，常宁已
将站台10年广告经营权承
包给广告公司。

目前， 常宁已启动免
费公交综合停车场项目，
该项目可以集中为免费公
交车提供停车、汽车维修、
加油和汽车保养等服务。
“综合停车场建成后，常宁
的免费公交车加油、 维修
和保养都可以成本价运
行， 并且综合停车场也可
以对外营业， 能减轻财政
负担。”刘建国说。

但问题仍然非常突
出：停车场的建设、公交车
更新换代、 开辟新的公交
线路……这些令敢于“先
吃螃蟹” 的小县觉得很缺
钱。

… 免费之旅

常宁免费公交每天要承担十余万人次的市民出行。 记者 戴鹏 摄

…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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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起，常宁公交开始免费，成为全国首个实行公交免费的县城，如
今时近五年。此举每年为市民节省出行开支3300万。

政府魄力何在？他们是怎样做到的？发轫何处？钱从何来？
本月，三湘华声记者赴常宁调查，寻访免费公交的幕后故事。 ■记者 戴鹏

拉锯博弈 免费治乱 未来瓶颈
公交免费、交通不堵、

事故减少……于数十万常
宁人而言， 这是“免费公
交”的快感。

强势收回、洗牌整顿、
铁腕整治……对张宏及原
来的公交司机而言， 这是
“免费公交”的阵痛。

一个小县破天荒的
“免费公交”， 不得不让我
们反思， 为什么我们所生
活的城市还在为公交票价
的涨跌争论不休。

“利益集团无法打
破！” 株洲市交通局长邓
尚文，株洲市免费公交的
倡导者和践行者，曾在一
次访谈中和记者直言不
讳。 记者调查也发现，如
果以营利为目的的公交
利益集团的平衡无法打
破，那么普通市民应有的
权益必然无法实现；如果
公交既得利益者没有阵
痛，那么广大平民百姓的
快感同样无法实现。亲爱
的读者朋友们，你们所生
活的城市， 是什么样的，
我相信你比我有更加切
身的体会！

所以， 我们必须称颂
常宁免费公交， 尽管它仍
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但
毋庸置疑的是， 它让越来
越多的人体会到了快感，
而非痛楚！

对于城市与市民，那
些博弈和牺牲， 或波澜不
惊，或阵痛长存，但是乘客
收获快感， 这个城市便是
赢者。

对于城市管理者，若
方略从民心出发， 必将收
获更多民心。

免费之前
公交车与摩的一样野：招

手停，随时下；喊客、拉客、抢客
严重。

小城成堵城， 公交事故频
发，老年人别想上车，投诉不
断。

免费之后
2012年，常宁市公交车事故

平均每月不足3起，多为轻微刮
擦事故，全年无伤亡事故。

有市民说， 此前一家六口
公交费用上千， 现在全都省下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