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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强省之现实基础亮点系列报道④聚焦 交通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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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城市交通拥堵这一世界性的难题，浙江摸着石头过河、想着法子破难，历时五年，治
出了声势、治出了合力。

浙江经济发达，人口集聚度高，汽车保有量增长快，城市交通拥堵是困扰全省城市发展
的主要问题之一。浙江早在 2012 年就率先探索在省级层面部署开展城市交通拥堵治理工
作，构建了规划、建设、公安、交通等多部门协作的工作机制，建立了省市县三级治堵联动
体系，综合施策，标本兼治，交通网络设施显著优化、公交优先水平显著提升、交通运行秩
序显著改善、智慧管理能力显著增强、群众满意度显著提高，积累了很多经验。

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要持之以恒抓好城市交通治堵工作，推动城市人居生
活品质迈上新台阶”。2018 年，全省启动新一轮城市交通治堵工作，并发布《浙江省治
理城市交通拥堵工作五年行动计划》。相比前五年致力于“堵”的缓解、改观，治堵新
五年，不仅要进一步达成“畅”的城市出行期待，更着眼实现“便捷高效、绿色低碳、智
慧交通、安全文明、群众满意”的先行示范。

围绕“畅通交通示范省”总目标，浙江新的五年治堵将抓住堵的根源、乱的根
源，打好供给侧开源、需求侧节流、管理侧优化组合拳，并通过交通文化引领、体制
机制保障，实现从“拥堵改观、群众满意”向“交通治理水平和发展水平双双走在全
国前列”迈进，为全国贡献浙江智慧、浙江方案，惠及全省广大人民群众。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2019 年，城市治堵工作已连续 7 年被列入浙江省政
府“十方面民生实事”，成为浙江服务民生的重要举措。在刚刚过去的 2019 年，
浙江纵深推进城市治堵，排查整治 51 个群众反映强烈的堵点乱点，推进轨道交
通建设 668 公里、新增停车位 13.7 万个，新建改建公交站点 1800 余个，公交移
动支付基本覆盖县级节点。

在 2020 年全省交通运输工作报告中，纵深推进城市治堵也是重点工作
之一。紧扣“畅通交通示范省”建设，浙江将推动治堵工作由城市向县、乡、
村拓展。重点落实“两提升、三加强、三试点”，持续推进公交优先发展，鼓
励引导绿色出行，提升慢行交通环境和交通管理效能；聚焦治堵核心难
点，加强公交出行保障、镇村景区治堵和城市停车产业提质增效；统筹巩
固杭州、宁波公交都市建设和杭州数字化治理效能提升系统等三项全国
试点，以点带面推动全省治堵再上台阶。

八年治堵
贡献浙江智慧浙江方案

作为“两山”理论的诞生地，浙江始终坚持把绿色交通发展作为一项重要
任务贯穿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运输生产、行业管理等各个方面。

2014 年，浙江省政府发布《浙江省加快推进绿色交通发展指导意见》。作为
交通运输部 3 个“绿色交通省”创建试点省份之一，全省交通运输行业自 2015 年

开展创建工作以来，紧紧围绕“打造绿色交通、建设美丽浙江”主题，以 6 个绿色交
通城市、4条绿色公路、2个绿色港口、3条绿色航道、6个绿色公交城市建设为重点，

全面推进绿色交通项目实施。编制了《浙江省绿色交通“十三五”发展规划》《浙江
省创建“绿色交通省”实施方案》《浙江省创建“绿色交通省”典型案例集》等，涌现出

“宁波绿色交通城市”“环千岛湖淳杨绿色公路”“宁波舟山港绿色港口”“钱塘江中上
游衢江绿色航道”等一大批绿色交通典型示范项目。

2019 年 6 月，浙江建设绿色交通省区域性项目通过了交通运输部专家考核验收。
目前，浙江已形成涵盖三个体系、三项能力、六大载体的“336”绿色交通发展体系，累计

节约标准煤 186 万吨、替代标准油 118 万吨、二氧化碳减排量 611 万吨。
2015 年以来，浙江以 6 个区域性项目、5 类 18 个主题性项目建设为重点，投入资金 600

亿元、专项配套资金 2 亿元，推进绿色交通省建设，构建了“336”绿色交通发展体系，即：覆
盖车、船、路、港、城全方位的绿色交通项目体系、“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县域”多

级示范体系、智慧交通与绿色交通深度融合发展体系三个体系；绿色交通长效发展、高效管
理、科技创新三项能力；宁波现代综合交通、嘉兴协同高效交通、湖州内河特色交通、绍兴和

谐人文交通、舟山美丽海岛交通、杭州智慧公共交通六大载体。
此外，浙江还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绿色交通发展模式。省委、省政府成立了绿色交通创建工

作领导小组，建立了跨部门跨层级联动机制，落实专项配套资金；探索建立激励先进与制约落
后的机制，将绿色交通发展与大气污染防治等工作结合。接下来，浙江将着重实施运输结构优

化、运输组织创新、装备结构升级、资源集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污染防治攻坚、绿色交通产业培
育七大工程，重点开展典型示范引领、绿色出行引导、宣传教育推动三大行动，深入推进绿色交通

省建设取得更好成效。
目前，浙江省正在实施大花园建设行动计划，坚定不移推进生态省建设，绿色交通发展步入新

阶段。浙江将在贯彻绿色交通省的基础上，着力推进交通清洁能源化和污染防治行动。

2019 年,
浙江印发《加
快推进海港陆
港空港信息港

“四港”联动发展
建设方案》，提出
要充分发挥我省
海、陆、空和信息网
络资源优势，以“物
流链”建设为目标，
通过“四港”之间相互
开放协同、不同运输
方式之间相互衔接，发
挥不同运输方式在综合
运输中的比较优势和组

合效益，推动交通运输从“综合并行”向“有机
融合”发展转变，促进宜铁则铁、宜公则公、宜
水则水、宜空则空，实现综合交通体系优化、运
输增效、物流降费。

当年 10月 12日上午，浙江省“四港”联动发展
工作推进会暨联盟成立大会在省人民大会堂召
开，标志着浙江“四港”联动工作全面开局。

此后，浙江将海港、陆港、空港、信息港“四港”
联动发展作为推进运输结构调整的一项特色举措。

2019 年 11 月 12 日，从马来西亚进口的 50 吨
食用油通过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运输至湖州铁
路场站，随后再配送至当地传化智能仓库。这
是自 10 月 12 日宁波舟山港与传化智联合作项
目在全省“四港”联动发展工作推进大会上签
约后，双方取得的实质性业务合作成果。

双方充分利用“一体两翼多联”全省港
口格局带来的功能资源优势和传化智能服
务平台仓运配一体化能力优势，解决了陆
海铁联运“前面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
瓶颈问题。

在“四港”联动发展上，浙江持续重
点抓好六个方面“联”的工作，即：枢纽
要联通、通道要联贯、信息要联网、标
准要联结、运输要联程、企业要联
盟。力争到 2022 年，海港、陆港、空
港、信息港“四港”联动发展取得显
著成效，各种运输方式的比较优势
和组合效益得到充分发挥，实质
性推进货物多式联运“一单制”和
旅客联程运输，建成综合交通

“数字枢纽”，实现综合交通体
系优化、物流降本、运输增效，
为浙江交通强国试点工作打
造新名片。

未来，浙江“四港”联盟
成员单位将在更大范围、
更深层次联动合作，共同
推动构建物流行业新场
景、新业态，打造高效快
捷的多式联运物流服
务网络体系，真正实现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优
化、运输增效、物流
降费，为推进长三
角 综 合 运 输 一 体
化、推动全国运输
结构调整提供浙
江样板。

绿色交通
美丽浙江的七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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