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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热点排序

TOP 事项分类 占比

1 人力社保 36.04%

2 住房城建 19.01%

3 市场监管 10.14%

4 公共安全 9.80%

5 公共服务 5.91%

6 交通运输 4.95%

7 环境资源 4.26%

8 财税金融 3.88%

9 科教文卫 3.55%

10 经济发展 1.22%

这些事解决了

小区逃生通道杂物堆积
已清理

市民来电反映：渝中区翡翠都会小区疏
散逃生通道堆积大量杂物，存在安全隐患，多
次向物业反映未果，希望有关部门核实处理。

渝中区消防救援局回复：经查，情况属
实。物业已安排工作人员对公共区域杂物
进行清理，疏散通道已恢复畅通。

小区里有业主饲养家禽
已处置

市民来电反映：巴南区协信车时光小区
有业主饲养家禽，产生噪声及异味扰民，向物
业反映后问题未解决，请求相关部门处理。

巴南区李家沱街道办事处回复：经查，
情况属实。工作人员已入户向涉事业主宣
讲《重庆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该业主
认识到行为不当，已将家禽妥善处置。

网约车违规收费
已整改

市民来电反映：通过高德地图打车前往
黔江区濯水古镇景区，到达目的地后驾驶员
要求支付返空费用，存在违规收费问题，希
望有关部门核实处理。

黔江区交通运输委回复：经查，该驾驶员存
在违规线下收费行为。已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和
停车学习，多收取的费用已成功退还乘客。

物流公司拖欠司机运费
已成功支付

市民来电反映：自己是“货车帮”平台驾驶
员，将物品运至目的地后，物流公司拖延支付
运费，多次反映未果，希望有关部门核实处理。

垫江县永安镇政府回复：经协调物流公
司加急处理，相关费用已成功支付给司机。

客车停运市民出行不便
已恢复运营

市民来电反映：万州区汽车南站至石柱
县汽车客运总站的客车停运，导致市民出行
不便，希望有关部门核实处理。

万州区道路运输事务中心回复：经查，系
客运车辆指标到期所致。现客运公司已完成
延续经营相关程序，客运车辆恢复正常运营。

小区围墙被随意张贴和涂鸦
已清理

市民来电反映：江津区荣华苑小区附近
围墙存在随意张贴、乱涂乱画现象，影响市
容市貌，希望有关部门核实处理。

江津区几江街道办事处回复：经查，情
况属实。已立即安排工作人员清理墙面涂
鸦及张贴物，目前已清理完毕。同时将加强
该区域巡查力度，维护市容环境整洁。

隧道口存在视野盲区
已加装凸面镜

市民来电建议：九龙坡区云广隧道口附
近因车流量大、路况复杂且存在视线盲区，
建议在隧道口两侧设立凸面镜。

九龙坡区公安分局回复：经勘查，已在
部分存在盲区的位置加装凸面镜，方便过往
车辆及行人观察路面交通情况。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松）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两路口
院区，进口处未见车辆拥堵。

记者 朱婷 摄/视觉重庆

重庆市第六人民医院附近的桥下空间，
投用的小微停车场缓解了就医停车难。

（南岸区城市管理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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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因院内车位已
满，保安引导入院车辆暂时等待。

记者 朱婷 摄/视觉重庆■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朱婷
实习生 马厚雪

近期，有市民向新重庆-重庆日报“人
民来信”平台反映，市内一些大型医院尤其
是三甲医院长期存在“停车难”的问题。部
分患者因为行动不便，不得不使用私家车前
往，但无法顺利就近停车，让患者和家属颇
为头疼。

这是一个“老大难”的民生问题。连日
来，记者到多家大医院进行实地探访发现：
问题确实存在，有的情况还较为严重。但同
时，也有部分医院在积极探索新路子、想出
好办法，大大缓解了“停车难”。这些医院的
办法可以“复制”推广吗？还能不能进一步
改善？

困局
▎大多医院处在闹市区，内部车位有限
▎如果周边是居民区，患者不好去停车

▎患者就诊时段较集中，加剧“停车难”

6月5日早上8点20分左右，记者在重
庆市急救医疗中心看到，等待进院的车辆在
公路上排起“长龙”。该侧公路单向虽有3条
车道，但等待进院的车辆排队、变道，与其他
正常行驶的车辆产生交织，引发这一路段一
定程度的缓行。

“没办法，车多位少！”10分钟后，在示
意等待的一辆小汽车进库后，停车引导的保
安师傅提着锥形筒和隔离栅栏，将继续等待
的车辆拦在院外。

“8点前来停，就有车位。”他表示。目
前院区停车位已满，车辆只能“补位”进场停
车。他表示，如果患者急着就诊，可以先下
车，他们可以代为停车。为实时掌握地下车
库的车位变化，保安师傅们使用上了对讲

机。记者注意到，从排队到进入该院车库停
车，平均耗时在半小时以上。

“这还算好的，周一周二的早高峰，等1
个多小时都是有可能的。”保安师傅介绍，周
边多是老旧小区，自身的停车位就不足，附
近的大田湾全民健身中心可以停车，医院车
库的出入口也有相应提示，但因坡度大、距
离较远，许多患者和家属不太愿意前往。

“再增加200个停车位看够不够。”他无
奈地说。

6月6日早上8点，记者来到重庆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袁家岗院区1号楼外马
路，等待进院停放的车辆弯弯地排成一条约
80米的“长龙”。不少司机摇下车窗、探头
观望，一脸无奈。一旁的电子屏提示：医院
车位已满，请将车辆停在喜盈门范城、龙湖
时代天街等周边商场的停车区域。

记者走进该院车库，车辆停得满满当
当，甚至有车停放在了未划线的区域。“3辆
车离场，放3辆车进来。”负责停车引导的保
安正通过对讲机实时沟通医院车库的运行
情况，对排队等候的车辆逐个放行。

“我已经在这里等了40分钟了。”一位驾
驶员满脸焦灼地告诉记者。在公路中间的
绿化带，记者还发现了“代客泊车45元/次”
的广告。“45元不算贵。这个业务我已经做
了3年，一直都是这个价格。”代泊车的黄先
生表示，一般过了早上8点，医院几乎就没有
停车位了，停车要等1小时以上。

医院车库保安人员说，从周一至周五，
几乎每天早上7点后，车位开始“紧俏”起
来。最近因新修大楼，对外的停车位又有所
减少。另外，周边住户的车辆有时也在院内
停放，加剧了停车紧张，“一般要等到上午
11点后，紧俏的情况才会相对好转。”

从以上走访发现，就医“停车难”的原
因主要是：大医院大多处在繁华闹市区，院
区寸土寸金，内部车位十分有限，周边多是
老旧居民区也不好停车，加之患者前往医
院就诊的时段相对集中，导致停车难较为
突出。

探索
▎临近车库忙闲不均，资源错时共享

▎挖掘闲置资源，桥下等空间可利用
▎闲置地改成停车场，停车时间省30%

6月6日上午8点40分，在前往重庆医
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路途中，记者注意
到，院区附近一路有指示牌提示：除了进院
停车，可前往附近的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
停车。

通往该院的长下坡路段，记者并未发现
明显堵车。来到3号车库时，保安师傅上前告
知，该车库还有余位，也可以去对面的文化宫
车库停车，“去年5月文化宫改造完成可以停
车后，儿童医院停车难就得到很大缓解。”

进入3号车库，记者的确发现多个空余
车位。而旁边的文化宫停车库电子屏显示，
实时余位还有180个。“只要不是周六，文化
宫基本都有余位。”这位师傅表示。

“医院一般是赶早高峰，而文化宫开展
活动主要在周末或者晚上，两家单位可以错
时共享停车位。”渝中区城管局市政设施管
理科工作人员熊哲宏介绍，去年，经过多方
共商和专业论证，利用文化宫改造的契机，
在其靠近医院3号车库的一侧预留通道，从
而连通两家单位，共享了停车资源。这样一
来，文化宫平时富余的车位资源得到充分利
用，儿童医院停车难也得到极大缓解。

就医停车难得到很好缓解的还有重庆市
第六人民医院。“院内车位多了，旁边桥下可
以停车，遮风避雨。”有市民朋友告诉记者。

南岸区城市管理局城市治理委员会办
公室工作人员王先金介绍，为充分盘活医院
内外停车资源，从去年10月开始至今年4
月，医院在北门新开出入口，让内部道路形
成环形车道，缓解院内车辆拥堵，增设智慧
停车系统；充分挖掘利用院内一些低效空地
等闲置空间，增设划线停车位；同时对部分
市政道路两侧进行划线停车，新增停车位

30个；利用周边的桥下空间建设小微停车
场，又新增停车位38个。

“老百姓满意了，尤其是对桥下空间利
用多次点赞。”王先金说，小微停车场可遮风
避雨，费用也更实惠。而在南岸区人民医
院，通过医院向旁边的协信星光时代广场商
业体租赁160个停车位，引导医院职工前往
停放车辆，将院内停车资源留给就诊患者，
也极大缓解群众就医停车难。

而在位于小龙坎新街的沙坪坝区人民
医院老院区，当地城市管理部门牵头，将该
院马路对面的闲置地块改造成停车场，新增
停车位192个。同时，在医院门前优化设置
摩托车停车位、增加1处医院接驳车停车
位，扩宽公交停车港，增设公交站前即停即
走区……一系列优化推动就医车辆排队时
间减少30%。

走访中记者发现，也有一些医院通过与
附近单位进行车位错时共享、改造利用闲置
空间、租赁商业体停车位等方式盘活医院内
外停车资源，为破解大型医院停车难提供新
思路、新参考。

应对
▎医院车位患者及家属优先预约
▎与周边“富余”的停车库打通

▎探索立体车库、共享停车等方式

熊哲宏表示，对重医附一院袁家岗院区停
车难问题，渝中区城市管理部门联动九龙坡区
城市管理部门，正在建设连通医院和附近喜盈
门范城地下停车库的连接通道，充分发挥喜
盈门范城空闲车位资源，方便市民就医出行。

对于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的停车问题，此
前，考虑到大田湾全民健身中心经修缮改造
后，车位相对“富余”，城市管理部门也为双方
搭建了平台共商停车事宜，原打算由院方向大
田湾全民健身中心整租车位，但因距离较远，
该思路最终未能成行。目前，城市管理部门正
在协调，积极探讨论证其他可行性方案。

“寸土寸金的地方停车，根本之道在于
开拓、优化资源。”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教
授屈昌辉认为，解决就医停车难，医院应主
动发挥作用。首先，可考虑在闲置区域、原
有平面停车场的基础之上，搭建立体车库，
增加停车位。

其次，可尝试开发建设面向就医人员的
专属停车预约应用程序，限定仅患者及陪同
人员可预约，例如，来院前可输入患者就诊
ID，以此杜绝其他人员占用宝贵的停车资源。

第三，联动周边资源非常重要。医院
可与附近车位充裕的商场、居民小区等深
入合作，除了车位错时共享、建设连接通
道、租赁停车位等，还可考虑引入大数据共
享机制、立体车位共建等形式，实现空间资
源的集约利用。

他表示，以上建议对医院管理者来说，
都提出了更高要求，除了具体的方法举措，
精细化的管理往往还体现在指示标牌、停车
引导等细节。比如，医院的电子屏，如果能
实时显示车位余数，对于就医人员来说，体
验感会更好。

同时，政府部门也应“动起来”，充分发
挥引导、协调、管理等职能职责，统筹规划布
局、搭建协作平台、提供政策支持、加强监督
管理、加大数字化投入等。比如，医院附近
较为宽敞的公路可否划线停车，增设路内停
车位，交管、城管等部门可协同规划。

另外，卫健部门也应积极倡导分级诊
疗，科学引导患者根据病情轻重缓急，在不
同级别的医疗机构就诊，减少大型医院“扎
堆”，进一步缓解医院停车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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