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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徐金平 宁波轨道交通第一

批建设者，宁波市轨道交通运营
分公司总经理

鹿建民 宁波公交同龄人，
宁波市公交总公司原副总经理

“2011 年，我作为人才引进
来到宁波轨道交通指挥部，主要
负责机电工程管理。当时正值宁
波轨道交通如火如荼的建设期，

1 号线天童庄车辆段开工在即，
规模非常大且带上盖开发，结构
比较复杂。这样的工程通常需要
30 个月建设期，可留给我们的
时 间 只 有 20 个 月 ， 工 期 非 常
紧。可以说，宁波轨道交通的建
设，自始至今迈的是克服重重困
难、砥砺奋进的脚步。”

回想轨道交通从无到有、从
有到优的日子，徐金平娓娓道
来：“早在 1995年，规划部门就
启动了轨道交通线网的初步方
案，但只是以课题形式呈现，那
是宁波人最初的地铁梦，直到
2002 年，宁波启动新一轮城市
总体规划编制，轨道交通第一次
被正式提出并列入其配套工程。”

“2014年 5月 30日 10时，在

市民的热切期待中，宁波第一趟地
铁正式出发。以此为标志，宁波这
座朝着现代化迈进的国际港口城市
走进了崭新的地铁时代。”徐金平记
得这一天，4.2 万人次“尝鲜”体验；
而两年后的 3 月 19 日，1 号线二期
通达北仑，客流量已达两位数。今
年，随着 3号线一期通车，预计轨道
交通日均客流量会进一步攀升。

而让鹿建民印象比较深的是宁
波公交的很多“第一次”。“虽然公
交月票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有
了，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前，销售点
少，每个月底买月票都要排长队。”
直到 1991 年 3 月 29 日，市公交公
司首次在三院、曙光、黄鹂、妇儿医
院、高塘 5 个现场站设立月票发售
点，大大缓解了买月票难。“20 世

纪80年代前的月票大约3元钱，超
过工资的 10%；而到了 2008 年普通
月票 34 元，特种月票（可乘坐专线
公交）50元，约占普通工人工资5%，
如今普通人的公共交通支出，大多
不到工资的3%。”鹿建民指着市公
交总公司珍藏的部分月票，上面贴
有乘车人的照片，印着时间和价
格。随着公交 IC 卡的普及，公交
月票才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让鹿建民兴奋的是，1994年 8
月 1日，我市第一条无人售票公交
线路 15 路正式开通，乘客自觉投
币、自我约束、自觉上下，改善了
乘车环境，成为我市文明程度的标
志之一，试行后成为社会舆论关注
的热点，被誉为“曙光工程”。“15
路还是宁波历史上第一条双层巴士
线，1997年6月，15路换成双层公
交后，乘客一下子增加了不少，很
多人喜欢坐在 15 路公交车上看三
江口和七塔寺。”

历史的滚滚车轮，带着亲历
者、见证者的述说，必将翻开宁波
公共交通新的一页。

天时人巧日争新
——交通人见证“宁波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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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坐公交车哪有现在
这样几乎人人都有座位呀，上车
经常需要有人后面‘推一把’才
上得了呢！”说起“车辆靠拼
装、乘客靠推上”的年代，市公
交总公司原总经理范宝甫对公共
交通日新月异频频点赞。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发展起来
的公共交通，驶着创新发展的车
轮，逐渐成为城市交通主角。尤其
是近年来，绿色交通、智慧交通以
及文明交通成为发展的关键词，每
一个宁波人都能体会到公共交通为
城市带来的希望与期待。

唱响城市交通“主旋律”
——公共交通创新发展调研记

★

★

今年3月初，我市启动公交候车亭改色试样以来，目前全市650座候车亭换上“五彩新颜”，预计上半年中心城区1216座公交候车亭的外观都
能实现“颜值”提升。 （杨红岳 张燕 摄）

·深度

记者 张燕 通讯员 刘文星

1956 年 2 月 7 日，才诞生一
个多月的宁波市委机关报《宁波
报》，在头版报眼下方位置，以
文字加图片形式，醒目地刊登了
一则新闻——《宁波市通公共汽
车了》。此前一天，宁波有了第
一辆公交车——1路车。

1 路车的通车伴随着萧甬铁
路并轨通车而来，当时位于庄桥
的火车站已建成投用，如何解决
乘客往返城区与车站的问题摆在
了宁波专员公署面前，经过反复
定夺和考虑，最终决定开通宁波
首条公交线路——城区至庄桥的
1 路线，线路全长 12.69 公里，
按照起步里程计价的模式，全程
定价0.26元，起价0.02元，票价
按照距离递增，沿途停靠庄桥
镇、压赛堰、正大火花 （火柴）
厂、封仁桥、车站路、新江桥

（浮桥）、大道口 （今东门口）、
灵桥、濠河，终点站是永宁桥汽
车南站，由公私合营的宁波长途
汽车运输公司业务股负责经营，
同步筹建宁波公共汽车总站。

第一代公交人回忆：“当时
经理专门召开大会向大家传达了
市委的决定，当得知宁波的第一

条公交线路由我们汽车公司负责
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但是也
很着急。临 1 路车开通只有 5 天
的准备时间，靠经理从杭州、上海
咨询来的信息，一边琢磨一边干，
自己动手完成所有的准备工作。”

1956 年 2 月 6 日，在一片欢
呼和锣鼓声中，一辆披挂红花绶
带的老“福特”客车缓缓驶入了庄
桥火车站。1路车一路披荆斩棘，
驶向宁波公共交通的美好前程。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缺车是
最关键的问题。16 辆“道奇”

“福特”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
老旧“万国造”汽车，是当时宁
波公交的全部家底，其中 4辆还

是从外单位临时借来的。由于年代
久远，这些“老爷车”都养成了怪
僻难测的“性格”，开动起来，有
时像大官僚一步三摇，有时像小女
郎扭扭捏捏不肯动，要么索性“罢
工趴窝”，不熟悉车况的人一般难
以驾驭。由于当时宁波的汽车比较
少，公交车还承担了许多额外的任
务——白天载人，晚上要载货，为
国营粮店、商店运送粮食、日杂百
货等生活必需品，有时还要承接会
务和外宾的接送任务。

然而，困难还远不止这些。柴
油、汽油等燃料不足的问题也常常
困扰着公交车。为了解决燃油缺少
的问题，95%以上的公交车靠沼

气、木炭等气体或固体燃料驱动，
由于替代性燃料动力不足，当时灵
桥上经常能够看到乘客推着公交车
过桥的场面。此外，替代性燃料中
水分、杂质含量较高，公交车常常
因为故障半路“趴窝”。

20 世纪 50 年代的公交车，是
国内战争时期留下的“道奇”“福
特”卡车加装木板制车厢改造成
的；20 世纪 60 年代是利用废旧有
轨电车底盘，装配“解放”发动
机，再用铁皮和木板装钉成车体，
自制铁木结构车厢的公交汽车；20
世纪 70 年代，公交人自制双车厢
的铰接式和全铁质结构的公交车投
入运营。

宁波公共交通“第一路”

20世纪70年代，公交人自制双车厢的公交车投入运营。 （资料照片）

“到宁波来玩的第一天，我
们准备过马路，看着一眼望不到
头的车龙叹息时，一辆出租车缓
缓地停在我们身边。我们急忙摇
手说不坐出租车，司机从车窗里
探出头告诉我们，他是停下车让
我们过马路的。”从外地来宁波
旅游的汪先生，本以为这次遇到
的礼让只是运气，没想到接下来
在宁波的日子里，无论是公交
车、出租车还是私家车，都会给
他让行。

文明是宁波公共交通的底
气。2010 年，宁波在国内公交
行业中率先开展“文明礼让斑马
线”示范活动。公交车带头、全
城跟进，如今，“礼让斑马线”
成为宁波公交的常态。

不仅如此，越来越多交通文
明蔚然成风：文明公交、诚信出
租、青春地铁、最美场站，处处
掀动着文明浪花；出租汽车“爱
心送考”、地铁行·文明行、最
美公共交通人，时时传递着社会

正能量。
轨道交通虽不需要“礼让”行

人，但这里有宁波规模最大的企业
志愿服务队。2014年5月，宁波轨
道交通志愿服务总队成立，如今志
愿者注册人数已超过 6000 人，其
中近半数为个人。2015 年，宁波
轨道交通第一支员工特色服务队

“白鹭服务队”在宁波大学站应运
而生，此后，“白鹭服务队”“海燕服
务队”“春泥服务队”“和美服务队”

“阳光 Boys 服务队”“心行服务队”
等 8 支服务队活跃在运营一线，一
系列特色服务活动和公益活动不仅
为市民提供优质的出行服务，也为
传播城市精神文明、创造和美新生
活作出了积极贡献。截至目前，轨
道交通志愿服务总队累计完成志愿
服务时间超过 18 万小时，其中个
人最长服务时间达2000小时。

地铁站上相视一笑，公交车里
互相让座，虽然车厢里都是匆匆行
人，但爱与文明时时流动，让宁波
人越来越爱公共交通。

暖心“红”：城市流动的风景

首席记者 张 燕 通讯员 方新年 陈新颜

范宝甫清晰地记得 1978 年
第一辆宁波人自己“造”的公交
车。说是“造”，其实就是组
装：发动机是从上海汽车厂买来
的，车头和车身是客车队的师傅
拼装的。“虽然是这样的车，但
也比以前木炭车好很多。”范宝
甫所说的木炭车，出现在 20 世
纪 50 年代末，那时候很多公交
车都是淘汰车改装的，车顶车厢
都是用木头拼起来。

弹指一挥间，如今宁波街
上，每三辆公交车里就有两辆是
绿色能源公交车，年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量约 4000 吨。宁波公交
不仅是低碳出行的一种方式，自
身也成为绿色发展的引领者。

“宁波的公交车已割掉了‘黑尾
巴’，方向助力、空调成了标
配，使用绿色能源的车辆越来越
多……”这是党的十九大代表、
市公交总公司 36 路驾驶员陈霞
娜的切身体会。

陈霞娜记得，2010年1月28
日上午，宁波段塘公交客运中心
82 辆车身印有醒目的“健康环保
绿色出行”中文字样和“CNG”英

文字样的公交车集体亮相。次日，
它们正式“服役”，成为中心城区
首次投入使用的压缩天然气公交
车，拉开了我市推广使用清洁能源
公交车的大幕。

此后，天然气、油气混合、纯
电等多种能源驱动的公交车也全面
上路。2015 年，全球首条超级电
容储能式现代电车公交线 196路在
鄞州区开通运营。超级电容公交
车没有尾气排放，刹车和下坡时
把 80%的刹车能量转换成电能回
收储存再使用，被誉为“21 世纪
的 绿 色 交 通 ”。 从 2016 年 至 今 ，
我市不仅全面淘汰黄标车，而且
还累计投入财政补助资金 13.6 亿
元，新购清洁能源公交和新能源公
交车。

公交车的动力持续“清新”。
而轨道交通利用自主创新，实现进
一步的节能与环保。不久前，3号
线电客车陆续抵达车辆段进行调
试，“这些列车取消了车载制动电
阻，每列车自重减少了 1.4 吨，取
而代之由地面能馈装置对制动再生
能量进行吸收利用，预计一年可节
省用电300多万千瓦时。”

清新“绿”，引领低碳出行

无论怎么样的“智慧”，在
乘客眼里，就是便捷的体验。

候车便捷让乘客坐公交车无
须“傻等”。等地铁时，看站台
显示屏上的时间正成为乘客习
惯；而坐公交车，出门前先用手
机查看公交车还有多少距离，也
能“掐着点儿”乘车。在宁波，一
个 名 叫“ 宁 波 通 ”的 智 慧 公 交
APP，提供了行前、途中、便民三
大类 18 项服务，融合了交警、城
管、气象等多个部门、几十个业务
系统与交通相关的信息，每天有
10 多万人通过“宁波通”查询
公交、公共自行车等出行信息。

当然，对于不太熟悉手机的
老年乘客来说，则可以通过查看
公交电子站牌掌握公交实时信
息。记者从市客管局获悉，目
前，中山路机场路-世纪大道段
42 个站点已全部安装了公交智
能信息系统，对市公交总公司的
车辆到站信息进行开放。市区累
计有公交电子站牌 80 多套，分
布在中山东路、钱湖路、解放
路、雅戈尔大道、中官西路等道
路沿线。2019 年，我市将结合
宁镇公路等道路复建工作，计划
再完成 10 余座候车亭的智能化
改造任务。这些除具备传统站牌
的指示功能，还具备导盲系统及
语音播报、线路改道及施工信
息、公共 WIFI 等信息，并可与
乘客互动。

支付便捷让宁波人实现一部
智能手机“走遍宁波”。无论是

各种交通工具自身的APP、公众号
等，还是支付宝、微信小程序，宁
波的公交车、地铁、出租车、公共
自行车几乎都可以支持“刷”机。

老宁波一定不会忘记公交车上
背着硬质帆布包的售票员。市公交
永安公司政工科长吴燕云曾经是其
中一员：“从20世纪50年代的人工
售票开始，公交车的收费方式一直
在 更 新 ， 从 无 人 售 票 到 公 交 IC
卡，从 2015 年起，新版市民卡既
可以乘公交、坐地铁，还能乘出租
车、骑公共自行车，实现一卡在
手，畅行甬城。”如今，公共交通
智能支付有了手机“加持”，宁
波、上海、杭州三地地铁支付“一
码通”，吸引了越来越多年轻乘客。

城市建设，公交优先。在乘客
便捷的体验背后，是调度的便捷。
宁波是全国较早提出智慧城市建设
的城市之一，自 2010 年以来，宁
波公共交通紧跟时代脚步，加快了
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为代
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研究和应
用，建成公共交通数据中心和政府
指挥决策、企业运营调度、公共出
行信息服务三大平台。

在市公交总公司，记者现场看
到了高分辨率的可视化系统。“这
个系统承担着公司 2000 余辆公交
车指挥调度的任务。从不同颜色的
线条中，我们能准确知道 200余条
公交线路的实时路况；从实时刷新
的 GPS 动态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2000 余 辆 公 交 车 所 在 的 具 体 位
置。”相关负责人介绍。

便捷“智”，新交通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