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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车出去，最担心的就是到达目的地后找不

到车位。有时候明明已经到达目的地，却还要一圈

圈地在周围转，寻找车位。”市民陈小姐的顾虑，并

非空穴来风。

据了解，我市机动车保有量达到 28.35 万辆，其

中汽车达 24.5 万辆。城区现有公共停车泊位 7500

余个，平均每39辆车才有一个停车泊位。随着经济

社会的发展，机动车保有量的迅猛增长，停车矛盾

日渐突出。由此，行车难、停车难问题也逐步向村

居（社区）蔓延。

社区交通作为道路交通的有效补充，是道路交

通的“毛细血管”，处理好村居（社区）交通“微循

环”，既有利缓解村居（社区）交通拥堵，也有利外围

主干道路的通畅。

在发展社区交通过程中，我市顶层推动，市政

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永康市人民政府关于鼓

励住宅小区及其周边道路交通秩序实行社区自治

管理的若干意见》，在全省尚属首个。《意见》以行

车难、停车难“两难”问题为切入点和突破点，率先

实行道路交通秩序社区自治管理，创新城市交通

管理治理能力，发动政府基层、组织部门、社区群

众等各界力量共同参与交通治理，提升城市治理

效能。

近日，记者在西津社区发现，原本一些空闲地

已经改造成了一个个停车位，车辆有序停放，乱停

车现象少了许多。

“划出停车泊位后，社区内停车更加文明规范

了。车主会尽量把车停进停车泊位，随意停车现

象明显好转。没有了乱停车，社区交通秩序也就

变得通畅。”西津社区居委会相关负责人说，看到

有乱停车现象，社区工作人员也会及时劝导，同时

做好宣传，提高居民自觉维护社区交通秩序的认

识和参与度。

据了解，在道路交通秩序社区自治管理工作

中，村居（社区）是社区交通秩序管理的责任主体，

要求突出发挥基层组织的社会管理功能，加强道路

交通法律法规宣传，制定包括社区交通秩序管理的

《业主公约》或《村规民约》，将所有进入村居辖区的

车辆纳入服务管理，全面履行属地管理的责任。村

居（社区）还要专门组建社区交通管理员队伍，管理

社区及周边道路停车秩序，宣传社区自治管理理

念，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难题，促使居民进一步

养成文明出行、文明停车的良好习惯。

同时，我市还加强联动配合，公安交警、城管执

法、规划等职能部门以及各镇街区强化对接工作，

及时进行总结回顾，巩固成效，协调解决在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或执法管理等方面遇到的各类难点问

题，商讨推动社区自治管理工作的对策。

“微循环”推动交通秩序更畅通
我市推行交通秩序社区自治管理模式

□记者 王伟建

随着机动车保有量迅猛增长，行车难、停车难问题逐步向村居（社区）蔓延，社区交通问题成为群众热
切期盼解决的突出问题。今年以来，我市率先推行道路交通秩序实行社区自治管理，坚持疏堵结合、综合
治理、标本兼治，动员全体社区居民自觉参与，加强社区车辆规范化管理，形成长效的自治管理机制。

责任向村居延伸，打通道路交通“毛细血管”

据了解，在道路交通秩序管理社区自治工作当

中，我市出台了多项鼓励性政策，指导村居（社区）

挖掘资源、利用资源，把更多的便利带给群众。

其 中 ，我 市 积 极 鼓 励 投 资 建 设 公 共 停 车 位

（场）。实行漆画停车位补助，社区（村）在住宅小区

及其周边道路、城市背街小巷等，通过设置单行线

等方式完成政策处理需要漆画停车位的，每个公共

停车位补助 60 元，或由公安交警、城管执法部门帮

助漆画。实行临时停车位补助，社区（村）或个人完

成闲置土地政策处理和地面平整，并作为临时公共

停车位可以使用两年以上的，每个车位补助 300

元；通过硬化路面建成公共停车位的，每个车位补

助1500元；建成生态公共停车位的，按不同档次给予

相应补助（不重复补助）。实行生态停车泊位补助，社

区（村）组织或个人利用闲置土地完成政策处理建成

标准生态公共停车泊位的，补助直接建设费用的

50%，但平均每个车位补助最高不超过3000元。

同时，我市还鼓励社区公共停车位（场）有偿使

用。停车位管理实行全市统一的停车收费政策，鼓

励单位和个人投资设立专业停车收费管理公司，按

照市场化模式参与公共停车位停车收费管理。社

区（村）可将公共停车位委托给专业停车收费管理

公司，或由镇街区组建（组织）的专业机构实行收费

管理。

停车收益如何使用是群众关心的话题。社区

公共停车位按照“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实

行停车收费管理，委托专业停车收费公司管理的，

可按双方达成的协议分配收益。收益可用于支付

前期建设费用、管理人员开支、基础设施维护、小区

物业补贴、社区（村）停车资源补偿、社区（村）办公

经费补充等，镇街区则要做好监督管理工作。

维护停车秩序，停车位管理人员有权对违法停

车行为进行劝导，对不服从管理、不按要求停放、不

履行停车付费义务的当事人，由所在镇街区进行批

评教育，城管执法等执法部门要主动参与指导和支

持，情节严重的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值得一提的是，我市还鼓励建立社区停车资源

错时开放的利益补偿机制。

“其实社区停车有一个特点，就是潮汐流。社

区停车最多的时候，往往出现在下午下班以后。而

到了白天，很多居民为了上下班方便，都会把车子

开到工作地点，造成社区车位空闲。”市公安局交警

大队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社区停车资源错时开

放，就是让社区白天对外来车辆开放，实现资源互

补，缓解道路交通停车难问题。

据了解，建立小区停车资源向社会错时开放的

利益补偿机制，按个人所有车位和业主共有车位分

别制定不同的利益补偿方案，让收益单位支付对

价，让社区居民得到实惠。同时，社区停车资源错

时开放，特别要向周边学校、医院、商场、市场等公

共服务单位的员工开放，让这些公共服务机构有限

的泊车资源尽可能让渡给学生家长、病患家属或购

物顾客使用，实现有限停车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多方

共赢。

此外，我市还建立单位内部停车权利让渡的利

益补偿机制。社区周边单位通过货币补偿的方式

鼓励员工乘坐公交上下班，减少在单位停放车辆；鼓

励员工让渡在单位停车的权利，将车停放到周边社

区车位。同时，用停车收费等手段倒逼员工不开车

上下班，或将车停放到社区错时开放的停车位。

“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工作力度，探索工

作方式方法，着眼于‘人人知晓、人人参与、人人自

治’的目标，推出新措施，实施新招法，补齐短板，推

动交通秩序社区自治管理再上新台阶。同时，也发

挥村居这一级的职责作用，管理维护好社区交通秩

序。”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相关负责人说。

指导政策送福利,社区自治有保障

社区停车资源错时开放,实现资源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