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的9月22日是“世界无车日”，不仅是这一天，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每周少开一天车。 怎么才能让
更多的人自觉少开一天车？ 让更多的绿色出行理念走
入人们生活。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以奖代惩的互联网新
方法正在推广中，另一方面公共交通网络日趋完善。对
此，政协委员建议多种方法配合，践行绿色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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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

关注公众号每天签到领红包
9月22日是 “世界无车日”，

其宗旨是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
了解汽车对城市环境造成的危
害， 鼓励人们在市区使用公共交
通工具、 骑车或步行。 现在越来
越多的人开始注重保护环境、 倡
导绿色出行。

雾霾治理、 交通拥堵治理，
这些当前比较突出的环境治理问
题， 一直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关注
的重点， 而委员们提出的建议案
中， 很多委员提出环境治理， 人
人有责 ， 需要全民参与 。 这其
中， 绿色出行、 少开一天车成为
委员们的共同呼声。

北京市政协委员、 北京凌盛
集团董事长于立荣专门就少开一
天车向大会提交了一篇提案。 于
立荣提出， 北京要想改变雾霾罩
天的现状 ， 不仅政府要加强作
为 ， 在政策上指引 、 执行 、 监
督， 每位生活在北京的老百姓也
应树立起 “治理雾霾 ， 人人有
责” 的观念。 她呼吁， 环境建设
人人有责， 必须从个人做起， 从
自觉每周少开一天车做起。

“从2008年起， 政府提出了
每周少开一天车， 于是北京开始
尾号限行 。 不能说没有一点效
果 ， 但我看到的北京还是每天
堵 ， 雾霾天气还是经常出现 。”
于立荣提出， 究其原因， 是车主
们并没有形成自主的 “治理雾
霾， 人人有责” 的责任意识， 为
了多开一天车， 宁愿交限行的罚
款 。 如果不能发挥 “我 ” 的作
用， 单靠政府强制约束， 显然不
行。 所以， 于立荣郑重向全社会
发出号召、 并承诺： 从我做起，
除了限行日之外， 每周自愿少开
一天车， 坚持绿色出行。

去年开始， 共享单车越来越
受到市民欢迎， 也成为人们绿色
出行的一种手段。 不仅如此， 为
了让更多车主能够身体力行的少
开车， 不少部门也探索一些方法
鼓励， 还有的搭上了互联网的快
车。 这其中就包括今年6月11日，
由市发改委联合腾讯、 北京环交
所、 北京节能低碳工程技术研究
院联合推出的 “我自愿每周再
少开一天车” 平台。

据了解， 持北京市牌照的机
动车车主 ， 可关注微信服务号
“我自愿每周再少开一天车”， 或
小程序 “北京市机动车自愿减排
交易平台”， 按要求完成注册后
参与活动。 参与活动的机动车车
主通过交易平台的拍照功能， 将

开 始 停 驶 机 动 车 时 和 下 次 使
用机动车时的车辆仪表盘累计行
驶里程信息拍照并上传。 两次上
传照片的车辆行驶里程基本一
致， 且停驶时间达到24小时的，
认定为停驶一天； 超过24小时整
数倍的， 就按整数的倍数认定停
驶天数。

市发改委开发了机动车自愿
减排方法学， 实现机动车减排数
据的可计算、 可复核。 机动车按
照排量1.6升 （含） 以下、 1.6升
（不含 ） 至 2.5升 （含 ） 、 2.5升
（不含） 以上排量以及新能源汽
车 （纯电动车） 分档， 停驶一天
可分别获得 0.5元 、 0.6元 、 0.7
元 、 0.2元的碳减排收益 。 也就
是说， 市民自愿停驶一辆中小排
量的车一个月， 能领到约15元的
红包。

车主黄女士每天都会在这个
平台上签到， 对于这个鼓励车主
少开车的新方法， 她有着自己的
理解。

“最初， 是我老公在新闻上
看到的这条消息， 我们就开始用
微信搜索， 之后关注了公众号。”
不仅是黄女士自己身体力行的践
行少开车的做法， 她还将这个平
台分享到车友群和她所参加的合
唱群和摄影群中。 据了解， 平台
正式上线当天的注册用户就突破
了5000人。

【效果】

三个月 碳减排超1800吨
人们在践行少开一天车的同

时， 解决的不仅仅是道路拥堵，
还有对于环保的贡献 。 截至目
前 ， “我自愿每周再少开一天
车 ” 平台上线三个月左右的时
间 ， 累计关注用户3.6万人 ， 注
册用户2.6万人 ， 其中在平台自
愿停驶的用户达到6312人， 形成
的碳减排量超过1800吨。

减排量全部通过平台由北京
节能低碳工程技术研究院作为交
易代表以市场价格购买， 目前交
易金额已经超过8.5万元 。 平均
每天平台上自愿停驶机动车的用
户超过1500人， 形成的碳减排量
在20吨左右。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
和国际合作中心碳市场管理部主
任张昕认为， 北京市发改委倡导
“我自愿每周再少开一天车” 活
动是北京市探索通过碳普惠制推
动公众绿色低碳生活和消费的重
要举措。

近年来， 北京的机动车保有
量超过570万辆， 并以每年10余

万量的速度增长。 车主参与 “我
自愿每周再少开一天车” 活动，
将少开一天车产生的减排量通过
北京碳交易市场获得经济收益，
是鼓励市民以实际行动来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和环境污染市场机制
创新， 是绿色低碳权益惠及公众
的具体表现， 将有助于改善北京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改善空气质
量、 减少拥堵。

【建议】

公职人员身体力行
于立荣提出， 政府公职人员

更要起到带头作用 ， 努力将排
污 、 耗能减为零 。 建设绿色政

府， 不仅要减少公车使用， 更要
体现在工作的方方面面 。 她建
议： 党政干部、 公务人员带头不
开私车， 乘地铁、 公交出行； 每
个公务人员可依自身工作情况在
家上班1天 ， 减排并节省能耗 ；
政府会议要精简再精简， 能通过
通讯方式完成的就不再集中。

政协委员们不仅提倡 “绿色
出行”， 呼吁市民少开车， 还就
如何 “绿色出行” 建言献策。

2017年， 北京市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 将实施新一轮缓堵专项
行动计划， 坚持公交优先战略新
开和优化调整40条公交线路， 完
成600公里自行车道和步道整治，
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提高到
72%。

针对这一行动计划的落实，
市政协委员黄卫东提出， 通过平
时观察发现， 市内公交专用车道
使用率不高， 许多路段经常出现
机动车道拥堵严重而旁边的公交
专用车道 “空无一车” 的现象。
他建议对公交车道行驶车辆的类
型进行放宽， 单位班车、 机场大
巴、 旅游车、 校车等大中型机动
客车也可以使用公交车道。

黄卫东还建议， 大中型机动
车体积大、 行驶速度较慢， 与小
型机动车共用车道容易造成拥
堵， 可以尝试将原有的公交车道
改成大中型机动车道， 减轻机动
车道的车流密度， 以此达到缓堵
的效果。

黄卫东表示， 堵车的时候机
动车的尾气排放量也是很大的。
这种方法不仅可以提高公交专用
车道的利用率， 还可以缩短机动
车上路行驶时长， 客观上减少了
因拥堵而产生的汽车尾气排放，
对 绿 色 出 行 和 大 气 污 染 都 十
分有利。

以奖促治鼓励市民转变观念

王迎春委员建议， 可以通过
“以奖促治” 的方式， 鼓励和引
导市民转变观念， 从而改变出行
方式， 并制定多种奖励措施， 包
括精神荣誉的奖励、 商业车险免
费延期、 路边停车时间奖励和抵
扣驾驶证积分等。

例如 ， 可以实行 “低碳积
分” 的方式， 通过信息系统监控
每辆机动车每月的污染物排放
量， 统计其 “添污” 数量， 并设
定一个 “低碳排放” 的标准值。
如果一辆机动车的排放量低于这
个标准值 ， 就可获得 “低碳积
分”， 并给予相应奖励， 让市民
感受到绿色出行的益处。

发展新能源租赁业

减少机动车出行后， 如何保
障居民交通便捷？ 对此， 王迎春
表示， 减少机动车出行强度的前
提是完善公共交通， 形成便捷的
公共交通全覆盖， 完善轨道交通
和汽车租赁业。

她建议， 可以在当前大力发
展新能源汽车的基础上， 发展新
能源汽车租赁业， 在地铁站、 大
型交通换乘点、 交通枢纽处等区
域设置 “新能源汽车租赁点 ”，
并建设立体型车库， 市民可以选
择地铁出行后， 租赁电动汽车进
入城市核心区。 未来， 希望三环
以内， 只有地铁、 公交和新能源
车出行。

□本报记者 盛丽 孙艳

世世界界无无车车日日
如如何何放放下下方方向向盘盘绿绿色色出出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