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三甲医院将建停车楼新增5万个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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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医院停车难问题如何解
近年来，随着机动车保有

量的不断增加，停车难问题日
渐突出，尤其是在城市中心区
的医院，停车更是难上加难。
从医院门口到门诊、急诊、住
院病区，看似短短的“最后
100 米”，却因停车这个小细
节，给患者就医带来不小的困
扰。在一些城市中心城区的
大医院，停车难造成的各种问
题频繁出现。一些地方政府
的留言板上，也有不少居民反
映医院停车难的问题。

如果评选城市堵点，大型
医院门口当仁不让会占据一
席之地。很多人都有类似的
体验，开车求医之路分外难
行，好不容易进入医院，想要
觅得一个停车位，更是难上加
难。这种情形非某时某地所
独有，几乎所有城市中心区医
院都会面临类似的困境。甚
至，这种拥堵足以成为评判医
院综合实力的标志——越是
综合实力强的医院，越容易出
现道路拥堵和停车难。

医院停车难饱受诟病，由
此滋生的“停车黄牛”乱象令人
不胜其扰，虽然各地都曾大力
进行整治，但效果往往并不理
想。究其原因，“僧多粥少”的
现实背景下，停车位是稀缺资
源。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不少
地方积极寻求对策，其中，最常
见的做法是扩大供给，例如引
导附近居民区开放停车位、将
医院附属设施改建为停车场、
打造公共停车信息平台等。这
些举措在实践中都发挥了积极
作用，但长远来看恐不足以从
根本上解决医院停车难问题。
原因很简单，这些措施无一例
外旨在盘活停车位存量，但医
院停车需求的增量远大于此。

在城市道路交通体系中，
城市中心区的医院毫无疑问是
重要节点，其交通状况不仅影
响着求医问药之路，而且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着城市交通全
局，一处梗阻，足以导致全线拥
堵。城市中心区医院的共同特
征是身处闹市，本身就面临着
巨大的交通压力。在城市快速
发展的过程中，医院规划先天
不足的弊端被不断放大。与此
同时，医院的快速扩张又进一

步加剧了交通困境。有目共睹
的现象是，伴随着医院门口道
路交通压力与日俱增，不少医
院的规模都在不断扩大，由此
不免陷入一种悖论——医院
门口交通状况因人流密集而持
续恶化，医院则致力于通过扩
张吸引更大的人流。如此一
来，不仅盘活停车位存量杯水
车薪，腾挪出的有限增量也很
容易被稀释殆尽。

医院停车难问题虽然发生
在“最后100米”，但想要彻底改
变现状，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系统工程，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
能否科学引导就诊人群实现分
流。分级诊疗制度是新医改以
来推行的一项重大制度，把小
病、慢病、常见病留在基层医疗
机构，不仅有助于简化就医流
程、减少异地就医现象，而且有
助于缓解城市中心区医院的诊
疗和交通压力。现实中，异地就
医患者为大医院带来了巨大的
交通压力，而他们往往又是最

“等不得”的人群。如果能通过
推动优质医疗下沉全面实现分
级诊疗，引导民众形成“大医院
看大病，小医院看小病”的就诊
理念，这种压力将会大大减轻。

除了分级诊疗之外，分类
诊治也值得一试。毋庸讳言，
多数城市中心区医院都属于
大型综合性医院，一方面，完
备的科室设置为患者就诊提
供了方便；另一方面，拥挤的
人流也加剧了确诊病人的看
病难。无论是出于方便患者
的考虑，还是基于减轻交通压
力的目的，通过建立分院的形
式实现医院科室分流都不失
为有效途径。值得一提的是，
有些大医院设立分院之后，虽
然停车难问题得到了解决，但
却暴露出公共交通配套不完
善的问题。以此来看，实现医
院科室分流不仅需要科学规
划选址，而且离不开公共配套
设施的补充和完善。

对于医院停车难，盘活存
量和增加供给势在必行，但在
有限的空间内，停车位终究不
可能无限扩容，通过分级诊疗
和分类诊治尽可能实现患者分
流，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出路。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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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市区门诊量较大的三
甲医院，高峰期平均排队等候

时间超过半个小时。全市 300 余家
医疗机构普遍存在车位严重不足情
况，供需矛盾突出。此外，医院停车
场多为简易平面布局，设施信息化
建设落后，在医院周边选址新建停
车场难度较大。近期我市在深入调
研摸底基础上，先期启动 4 家试点医
院，今年在全市门诊量较大、高峰时
段车辆拥堵的三甲医院分阶段全面
推广，这 4 家试点医院：天津医科大
学总医院、天津肿瘤医院、天津市第
一中心医院（新址）、南开医院。试
点医院将建设立体停车楼。未来我
市医院将增加车位 5 万个。高怀英
表示，建设停车楼将形成六大联动

效应：一是增加停车泊位 2 至 3 倍，
车位不足问题得到明显缓解，方便
患者就医；二是疏解医院周边道路
交通拥堵，有效改善交通环境，方便
百姓出行；三是节约政府投资，有利
于将有限的政府资金用于更急需的
领域，缓解财政压力；四是有利于激
发社会资本活力，拉动投资增长，优
化投资结构，提高发展质量；五是通
过大数据技术应用，提升医院停车楼
智能化、信息化管理水平提高，提高
临时泊车效率；六是通过医院停车楼
项目示范带动，为其他领域扩大社会
投资提供有益借鉴。

本报记者肖建华 通讯员王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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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高峰时段，在河西区隆昌路医
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门前，记者看到
等待进院的车辆排成了一条300多米
的“长龙”。车队中，不少司机摇下车
窗，不时探头观望。

“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真是没脾
气。”车主王刚排了一个小时长队，终
于蹭到了医院停车场门口。早上7点
多，他带着患病的妻子从家中出发，原
本想着早点出门能避免排队，没想到
医院这时已经车满为患。车主王刚无
奈地对记者说。

记者当天上午跑了市区3家医院，
家家门口都排着长队。上午8点左右，
记者在去肿瘤医院的路上手机地图显

示该医院门前将近400米的路被标记
成了代表严重拥堵的深红色。

“院内基本上没有停车位了，走一
辆才能进一辆。”这家医院停车场的负
责人对记者说。据这位负责人介绍，
医院停车场现有各类车位近千个，而
每天大约有近4千辆车开过来，尤其是
早上7点至8点的高峰时段，就有近800
多辆车等着进入医院，“一般情况下，8
点之后，停车场可供就医车辆停放的
车位数就不足200个了”。

“病人本来就不舒服，行动不方便，
乘坐公共交通不放心。自己开车吧，医
院里停车位很少，周边还都是单行道，
找个车位经常要转好几圈，有时候不得

不停到一两公里外再走回来，停在路边
会因违章被罚款，真让人头疼。”开车带
父亲看病的田女士摇着头对记者说。

市区一些大医院的门口早高峰时
拥堵严重。家住河西区小海地的徐先
生，工作单位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附近。每天清晨，他开车上班这是
必经之路。“这短短几百米，要走上10多
分钟甚至更长，就像‘肠梗阻’，过了这
段路我才能松口气。”他苦笑着对记者
说。据大医院门前的居民反映，这种
场面很常见，每天高峰时段，医院门口
车流非常缓慢，有时几乎接近停滞。
每到此时，鸣笛声、叫喊声，此起彼伏，
场面混乱。

医院停车难是诸多问题的集中体
现。天津总医院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我国早期的医院选址主
要考虑方便居民就医，大都建设在城
市的中心位置，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
城市规模扩大，患者开车就医需求直
线增加，而最初规划的停车位远不能
满足需求。

其实，医院停车位少，不仅百姓有
怨气，医务人员的“火气”也很大。这
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我市几个大医院
本着以人为本的精神，大多数医院车
位都优先给患者使用，压缩了医护人
员的停车需求，他们不得不“各显神
通”，在医院周围各类小区、写字楼寻
找停车资源。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我市三甲医
院大都集中在中心城区，院区寸土寸

金，可以调剂的车位十分有限。周边
多是老旧居民区和窄小马路，交通拥
堵和停车难，几乎是这些医院共同面
临的问题。

据市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医院车位紧张问题凸显首先是因为门
诊和住院病人近年来持续增加。我市
一个三甲医院在寒暑假就诊高峰期每
天要接待患者和家属高达2.6万人次，
但院内停车条件十分有限，门口道路多
数不宽，停车需求很难满足，很多市民
选择将车停在医院周边的停车场。带
孩子来儿童医院门诊看病的张先生对
记者说，他把车停在了旁边一家宾馆的
停车场，“虽然收费贵些，但总比在医院
门口排长队强”。类似情况在我市三甲
医院也都普遍存在，周边不少单位的停
车场成了医院的“候补停车场”，给本单

位停车带来了很大压力。一家医院附
近宾馆的保安向记者介绍说，宾馆停车
场里停的车有70%以上都是去医院的，
有时候客人来了都找不到停车位。

“医院停车难主要症结还是因为
目前各家医院总体配建的停车位太
少。尤其是一些位于市中心地段的医
院，用地本就有限，所以设计预留的车
位也不多。”南开大学行政管理学院教
授高纯向记者表示，近年来，汽车保有
量不断增加，医院停车配套设施未能
及时跟进，停车难题也逐渐凸显。

“患者就医时间分布不均也加剧
了停车难的问题。”高纯说，“去医院就
医存在明显的早高峰现象，大家都有
赶早不赶晚的心理，造成早高峰时段
医院停车需求量很大，这也加剧了医
院停车难的问题。”

早高峰医院门前排长龙

大医院多建在市中心停车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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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着急，您这么操作就行了！”日前，当环
卫工人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开始忙自己的事情
时，天津玉禾田环境发展有限公司车队副队长
张永清又回到基地，利用业余时间教环卫工人
使用智能手机。张永清是一名退役军人，是玉
禾田公司退役军人学雷锋小组的一员。退役
军人学雷锋小组由公司一线管理人员组成，利
用业余时间积极践行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
的奉献精神。

玉禾田公司业务副总齐涛是退役军人学
雷锋小组的发起人，12年的从军经历让他对
雷锋精神的理解更为深刻。他将玉禾田打造
大部队、大学校、大家庭的企业文化与雷锋精

神相结合，倡导发扬“干一行、爱一行”的螺丝
钉精神。

张永清深知环卫工作的不容易，很多一线
环卫工因为年龄的问题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但
是又想和家人多说会儿话。于是，张永清白天
是大家的“小领导”，下班后就成了大家的“小
网管”，经常是好几个人排队找他帮忙，张永清
都耐心地帮助大家完成操作。

“闲不住”的不只是张永清，如今，天津玉
禾田公司有更多的普通员工加入到退役军人
学雷锋小组中来，积极为人民服务，在工作中
传承者勤劳、勇敢，在生活中传递温暖。

本报记者姜凯琦

“买电您请到这边。如果有用电问题，我
们随时上门解决。”

“大爷您看，这个‘网上国网’APP，不用出
门就能查缴电费，还能一键报修。如果您觉得
字小看不清，只要打开关怀模式，字就变大了，
特别清晰……”3月3日上午，身穿红马甲的国
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东分公司共产党员服务
队、青年志愿者服务队8名队员，来到河东区
中山门街道和睦西里社区开展便民服务活动。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城东供电对实施9年
的“旭日东升 点亮心灯”志愿服务活动的一次
深化拓展实践。“我们这次活动除了进行网上
办电推广、现场办电服务外，还有一件惠及民
生的重要工作。”队员冯玮边说，边抬手指了指

写有“关爱老人 码上行动”字样的横幅。
原来，谜底就藏在横幅里。和睦西里社区

老龄化程度较高，2020年，社区首批试点应用
了电力“关爱码”。作为呵护独居老人的“关爱
之眼”，目前正在为该社区25位老人提供生活
状态关爱服务。借这次服务活动之机，队员们
面向居民开展“关爱码”需求调研，以便为健康
养老、智慧养老提供服务支撑。

“在活动中不到营业厅就能买电、办理业
务，大家伙儿都特别满意。在电力大数据的支
撑下，呵护独居老人的‘关爱之眼’一定会更加
明亮。”和睦西里社区网格员于敏对电力大数
据服务民生信心满满。

本报记者高竹君 通讯员陈正龙

□记者崔晓雪 通讯员宋纯

本报讯 日前，市公交集团第四客运有
限公司 30 路中心车队职工开展了“进车
厢 便民服务零距离”志愿者服务活动。活
动中，车队职工变身成为车厢内的“安全
员”，随车为市民乘客、特别是老年及特需
乘客提供贴心周到的服务。

在车厢服务中，车队职工的一声问
候、一句“小心脚下”、一次耐心搀扶、一句
提示让座……都温暖着乘客们的心。而
在沿途车站进行志愿服务的职工，身披红
色绶带，亮出“公交学雷锋志愿服务者”身
份，帮助老年乘客、特需乘客乘车，并“手
把手”教他们如何使用手机查询公交站点
信息、公交车运行情况等，对没有“健康

码”的乘客，还协助他们注册申领，为他们
出行提供便捷。

“我们要从一点一滴做起，向雷锋学
习，兢兢业业、不知疲倦，把小小的公交车
厢变成为民服务的广阔天地。”市劳动模
范、30 路公交车驾驶员齐麟在活动中说，

“通过开展‘学雷锋’志愿活动，让我们真
正体会了‘学习雷锋、奉献社会、提升自
我’的意义，我们要用实际行动践行‘雷锋
精神’，更好地为广大市民乘客提供优质
满意的服务。”

不仅如此，车队职工还将“雷锋精神”
融入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在疫情防控常态
化形势下，他们经常主动来到客流集中的
公交站点，为乘客提前测温、验码，切实把
公交暖心服务送到市民乘客身边。

□记者李汝斌

本报讯 临近学雷锋日，天津三星电机公司
的职工志愿者已准备好利用周末去看望祥羽康
复中心的自闭症孩子。

“陪伴这些孤独症、自闭症孩子的公益活
动，我们已坚持了6年。”该公司职工志愿者杨
洋介绍，自闭症儿童存在交流障碍，无法正常
上学，他们更需要爱护和陪伴。于是，公司的
职工社会公益团发起学雷锋活动，每个月都有
一批志愿者去看望陪护这些自闭症孩子。康
复中心需要教具文具，他们就义务捐赠，孩子
们需要改善生活，他们就送米送面送物资，而
针对自闭症孩子的“爱心午餐”活动最受志愿
者和自闭症孩子们欢迎，每次活动都让所有人
收获幸福和喜悦。

三星电机的职工公益团每个月都有各种各
样服务社会的学雷锋活动。

去年疫情期间，常态的公益活动暂停，但
公司还是组织职工志愿者对空港总医院等一
线医护人员进行了捐助慰问。社区网格员防
疫工作繁忙，公司的职工志愿者就利用业余时
间去社区义务帮忙测温、登记、送菜、送饭，忙
得不亦乐乎。

“我们公司特别注重社会责任和公益理念，
所以基层各班组职工的志愿服务热情也特别
高。”杨洋介绍，该公司职工社会公益团的注册
志愿者有3575人，分为5个分社团，每个团队都
有自己固定的公益活动项目。

三星电机公司热心天津公益事业，2006年
至今一直对口帮扶蓟州半壁山村，为村里修路、
接入自来水、建路灯、代销农产品等。而这个持
续12年的公益项目也成为全公司志愿者长期
学雷锋的基地。如今，村里的乡亲已经把三星
电机的职工志愿者当成自家亲人。

王奇杨，天铁保卫部巡防大队丙班班
长，涉县献血点的“忠实会员”，一名长期的
义务献血者。他用无偿献血的方式奉献着
自己的爱心，延续着他人的生命，传递社会
正能量。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既然献血无损身
体健康，还可以拯救生命，又何必吝啬自己
的血液呢？”这朴实的言语道出了一颗善良
的心，王奇杨觉得按规定献血既有利于自
己的身体健康，又能够去造福他人，是一件
两全其美的事。

1998年王奇杨入伍，在部队开始了第
一次献血。23年间，王奇杨每年都会献一
次血，目前已累计献血7600豪升。王奇杨
的同事说：“救一个人需要800毫升血液，
那么到目前为止王奇扬已经救了将近10个
人。他这种舍己救人的品格，值得我们去

学习。”
熟悉王奇扬的人都知道，他每天都坚

持跑步，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有一个良好
的身体状态去献出更健康的血液。23 年
来，他的行为带动了家人和身边不少朋友
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同时，身为保卫部巡
防大队丙班班长，他总是尽己所能解决队
员的实际困难，队员不管是生病住院还是
家里有事，他都第一时间赶到，是队员心中
的“好班长、热心人”。

献一次血容易，难的是坚持下来，王
奇杨说：“能多献一次血，就能多帮助一个
人。我愿意像雷锋一样，一靠子做好事，
为他人着想，把热情、真心、乐于助人传递
给每一个人，促进社会和谐，提高人们的
幸福感。”

本报记者秦帆 通讯员汪怀

每月都有学雷锋活动

公交职工便民服务零距离

闲不住的退役军人学雷锋小组

涉县献血点有位“忠实会员”

电力“红马甲”服务进社区

如今，“学雷锋，做好事”已经成为几代中国人铭记的

格言。各行各业干部职工纷纷自觉开展学习雷锋活动，让

雷锋精神这座精神丰碑不断凝聚和释放着社会的正能量。

——编者 日 前 ，
中建三局北京公司天

津北辰中储C地块项目开展
“建筑女神无偿献血，传递世间
美好爱心”活动，21名建筑女工登
上献血车，用青春热血践行着雷
锋精神。图为女职工在献血

车上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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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三星电机
公司的职工志愿者利用周末去看望

祥羽康复中心的自闭症孩子。图为志愿
者与自闭症孩子互动。

活雷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