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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莉委员建言，充分挖掘统筹现有停
车资源，大力推行“共享停车”，开放党政
机关、事业单位、学校、公园、各类文化体育
馆、大型商超等公共场所停车场，利用非办
公、营业时段，在保证公共场所日常秩序前
提下，对社会车辆提供错时共享车位服
务。加大对地下空间的整体开发，鼓励新
建公园、广场开拓地下停车空间。适当增

加主干道两侧、医院、学校和机关事业单位
附近的临时停车位，在用地紧张地段，可考
虑建设智能立体停车场。

胡维本委员建言，建立和完善停车配
套审批、竣工验收和停车场管理等法律法
规，完善停车管理系统，为停车经济健康
发展提供法律依据；改建、新建建筑物提
高停车位配建标准。出台鼓励公共停车

场建设的优惠政策，吸引各方资金参与停
车场（库）建设，扶植停车场建设走产业化
的道路。同时应建立多功能、科学化、智
能化的高科技停车管理系统，并利用现代
电子通讯技术，建立停车诱导系统。

孙义平委员建言，停车场（库）应向立
体化、智能化、集约化方向发展，按照“小
型化、立体化、分散化”的布局，大力发展

占地面积小的机械立体停车库，在最大化
利用现有土地资源的同时，保障周围居民
的停车需求。 本报记者 高燕

城市道路交通是城市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基础和保证，也是城市现代化
水平的重要标志和城市竞争力的重要
体现。近年来，随着我市经济社会持续
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的

密集程度越来越高，汽车保有量越来越
多，停车难日益加剧。停车位短缺导致
城市居住体验不佳；停车难、停车贵每
天让很多人犯惆怅；乱停车也影响了城
市秩序，侵害了行人的道路权。

近年来，我市汽车保有量增长迅猛，
停车设施规划建设滞后与汽车较快增长
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同时，没有把停车
经济作为城市有偿化使用的重要资源来
调节，缺乏产业资源经营、差别化价格调

节、统一化协调管理的机制。此外，泊位
利用“饥饱不均”，各类停车场整体利用周
转率低，公共场所和商业建筑夜间停车资
源极少对公众开放，新建小区地下车位大
多只卖不租，且价格昂贵。

车多位少 停车让人“闹心” 规划建设滞后 泊位“饥饱不均”背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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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停车难不再是“老大难”
“共享停车”“立体停车库”“智慧停车”多管齐下缓解停车难题

近年来，以购物、餐饮、娱乐、休闲、文
化等为主要形式的夜经济成为全国许多
城市新的消费热点。大同的夜经济尚处
于起步阶段，游客“白天看庙，夜晚睡觉”
的旅游消费模式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城
市年轻群体数量多且有较高的消费能力，
但可供年轻人夜间消费的文化活动和场
所并不多。

成都的“夜游锦江”项目，把蜀都文化
融入夜间经济业态中；西安“大唐不夜城”
夜游项目深受游客青睐；南京“夜泊秦淮”
成为夜间旅游的“金字招牌”。大同已成

功举办了多届冬季的古都灯会和夏季的
云冈文化旅游节，为夜间文化的融合发展
做出了尝试和创新，市民已经有了夜购、
夜食、夜游的消费习惯，发展夜间文化市
场，聚焦“食、游、购、娱、体、住、演”多元化
夜间消费业态，可以拉动夜经济发展。

郑爱义委员建言，我市应该编制夜经
济发展规划，打造夜经济品牌示范区，设
置布局一批夜市街区，如下寺坡街、鼓楼
东 西 街 、教 场 街 等 作 为 夜 大 同 的 地 标 。
融入丰富的文化旅游产品，打造大同夜
间游，如夜游古城墙、护城河，逛鼓楼东
西街等，并将文化演艺项目整合起来，形
成集旅游、休闲购物、文化体验等为一体
的丰富多元产品形态。适当延长公交线
路 运 营 时 间 ，加 密 古 城 商 圈 、大 型 居 民

区、体育场馆、公园等处公交运营班次，
对夜市街区、夜经济场所周边停车场免
费开放或者适当合理收费，提高市民夜
间出行的便捷性。

张汉英委员建言，应该弘扬都市美食
夜文化，在古城内设餐饮文化一条街，各
县区应积极打造特色小镇文化美食广场
以此促进夜经济的发展；拓展夜间文化市
场，如在开阔场地建立汽车露天电影播放
点，古城内戏台增加夜间传统戏曲演出，
古城墙内举办大型演出等，丰富夜间文化
生活；结合我市旅游资源点多面广的特
点，合理规划夜文化产业布局，根据自然
景观、历史文物、旅游线路及街区等，合理
布局有特色的文化夜市，为外来游客、本
地市民提供更多的夜间出行游玩选择。

本报记者 崔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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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强文化遗产
和资源保护。

北魏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朝
代，它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
要的地位，从公元 398 年到公元 494 年北魏
定都平城，大同出现了历史上一段重要繁
荣期，留存下来众多北魏时期的文物、遗
址、魏碑书法等文化遗产。

九三学社大同市委员会认为，文物保
护要与旅游开发合作共赢，目前我市全面
加强云冈学体系建设，云冈学建设的根本
出发点是保护好文物，以学术研究为支撑，
合理地进行旅游开发。因此，文物保护是
前提，学术研究是根本，旅游开发是亮点，
文化传播是核心。要立足北魏文化、平城
文化研究，整理和深挖云冈石窟的时代内
涵和世界价值，理清平城文化和云冈石窟
的内在关系。成立云冈文创产品研发中
心，推动云冈文创产品走向市场。依托大
同大学、市歌舞剧院、大同艺校等艺术资
源创作云冈乐舞，打造“印象北魏”“世界
云冈”等文旅品牌，充分发掘云冈学的文
旅价值。

杜鹃华委员认为，教育是文化传播的
重要途径，在本土教学中应该加入北魏文
化，特别是魏碑文化。经过专家学者多年
来不断推介宣传，大同作为魏碑故里的历
史地位已经被认可，平城魏碑这个文化瑰
宝让大同人引以为豪，应该将平城魏碑宣
讲纳入青少年研学的项目中，让平城魏碑
在我市家喻户晓，树立文化自信。建议在
各县区分别选取一所学校设立一个魏碑书
法教学基地，以点带面，大幅推进魏碑品牌
建设，实质性推进书法进校园。编著符合
我市情况的魏碑教学统一教材，建议选用
平城魏碑名品《封和宎墓志》或《司马金龙
墓志》等，这些碑帖字体平正规范，符合书
法学习入门要求。

本报记者 崔莉英

传承平城历史文脉
绽放北魏文化光彩

会议间隙，共青团、青联界别的许鑫（左）、刘如岩（中）、
刘琨（右）委员在驻地就加强文化遗产和加快数字政府建设
展开讨论。 本报记者 于宏 摄

魏 权 代 表 在 审 议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时 建 议 ，引 导 社 会 资
本 投 资 乡 村 产 业 振 兴 项 目 ，促 进 小 农 户 与 现 代 农 业 发 展
相衔接。 本报记者 李冬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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