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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定制快巴为“出行难、通勤慢”破题

从燕郊到北京国贸1小时直达
河北日报记者 张怀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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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京津冀▶廊坊燕郊与北京，只隔一条潮

白河。

每天清晨，这座河北小镇上会有

数万人搭乘公交或小汽车等交通工

具，涌向对岸北京的单位。许多人耗

在路上的时间在1个半小时以上。

定制快巴的开通，缩短了不少人

的通勤时间，这其中就有张海超。

2022年7月25日，三河（燕郊）

至北京通勤定制快巴正式开通运营，

燕郊居民张海超由首发站星河园小

区乘车，可实现1小时直达北京国贸。

目前，京津冀定制快巴已开通廊

坊燕郊、大厂、香河至北京国贸主线

路3条、支线10条，惠及8.9万人。

【样本解读】◀

2022 年 12 月 30 日 7 时 46 分 ，
G8801次列车在北京站准点发车，京
唐、京滨城际铁路正式开通运营。那
一天，对我而言，有着更为特殊的意
义。当天，作为首发司机，我驾驶着
G8801次列车，从北京向我的家乡唐
山方向开去，内心特别自豪。

当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在
司机室，我时刻紧绷安全弦，严格落实
作业标准，呼唤应答、确认信号，手比
眼看、行车瞭望，每一个环节和动作，
都不折不扣地执行，最终圆满完成
任务。

其实，在京唐、京滨城际铁路联调
联试和按图运行试验阶段，我早已和
其他同事在这条线上奔驰往返了千余
次。单位为我们司机制作了京唐京滨
城际线路示意图、作业指导书、操纵提
示卡和风险研判表，作为作业规范。
我们称它们“一图、一书、一卡、一
表”。在工作的时候，我们要精力高度
集中，严格落实作业标准，精准操纵列
车，确保每趟车安全正点。作为首发
司机，我们的坐立行走和精神面貌都
被严格要求，每一个手势、每一个动作
都要严格遵守规范。

京唐、京滨城际铁路是京津冀协
同发展战略的重要交通支撑，线路的
开通进一步完善了京津冀地区路网结
构，强化了区域内互联互通。京唐、京
滨城际铁路的开通，让唐山机务段承
接的任务中有了高铁，也让我圆了高
铁司机梦。

工作十年来，我先后担当过货车、
客车、万吨重载列车牵引任务，总安全
驾驶里程超10万公里。2018年，经过层层选拔，我以优异的成
绩成为唐包线万吨重载列车司机。这条线路横穿燕山山脉，沿
途隧道34处、桥梁165座，长大坡道多，机车平稳操纵难度很大，
每一次我都顺利完成驾驶任务。2021年，单位要为京唐、京滨城
际铁路选拔司机，我通过层层选拔，在熟练掌握上万条技术规章
和动车组列车设备原理的基础上，经过5000余次模拟舱练习，
通过理论考试和实操作业等专业技术考评，最终拿到了高铁司
机的驾驶证。

我深知，只有过硬的技术本领，才能为高铁列车保驾护航。
2022年8月，在进驻京唐、京滨城际铁路联调联试驻点后，我白
天参加理论培训、实地调研、联调联试、运行试验等专项工作，晚
上核验数据、二次复核、制定次日试验预案。在3个多月的时间
里，我驾驶着CRH380AJ型、CRH380B型、CRH5A型、CR400BF型等8
种型号动车组，在148.7公里的京唐高铁线、京哈既有线及96公
里京滨新建高铁线路上，累计整理确定调速点22个，特别对10
处超15‰的长大坡道、弯道，确定“模块式”精准调速地点14个，
总结提炼“领航式”呼唤作业指导书35条。

不到两个月时间，京唐、京滨城际铁路经历了开通后的首次
春运，每一天的客流都是熙熙攘攘。每次值乘，我都精神高度集
中，确保列车安全正点到达，让旅客有一个美好的春运体验。

高铁司机的身份之外，我也是一名普通乘客，近年来，能够
切身感受到轨道上的京津冀带来的出行红利。

以京唐、京滨城际铁路为例，线路开通后，对于我们这些从
唐山到北京的通勤一族来说，真是方便了许多。之前从唐山到
北京的高铁需要绕道天津，而且列车车次少，我们经常从天津倒
车去北京上班。现在好了，从唐山到北京一天有20多趟高铁、
动车，1个多小时直达北京，再也不用去天津倒车了。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 9 年来，京张高铁、京雄城际、
京哈高铁相继开通，北京西站至石家庄站有了60分钟直达列
车……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奔跑，京津冀核心区1小时交通圈、
相邻城市间1.5小时交通圈基本形成，京津冀空间上的“一体化”
悄然变成时间上的“同城化”。

轨道上的京津冀让人们的出行体验越来越美好。作为一名
高铁司机，可以用我的本领带给旅客们一段温馨又安全的旅程，
我感到非常骄傲，这也是我工作最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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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互联交通互联

由三河市驶向北京方向的京津冀
定制快巴。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王通正在手比眼看确认高铁运行区
间信号。 河北日报通讯员 赵思潼摄

一辆动车组驶过怀来官厅水库特大桥。
河北日报记者 赵 杰摄

从“走得了”到“走得好”

2月20日，星期一。
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官微提

醒：受通勤、通学出行叠加因素影响，早高
峰提前，预计 7 时 15 分左右进入中度拥堵
状态，8时左右进入严重拥堵状态。

7时，一辆车身绘有“定制快巴”字样的
大巴车，缓缓停在星河园小区门口，张海超
正在路边排队等车。

车前门位置设有检票机。轮到张海超
时，他从外衣口袋里掏出提前准备好的身
份证，像刷公交卡一样，将卡片贴近感应
区，同时抬脸对准摄像头，只一两秒钟，便
检票成功。

车上大多是年轻面孔。背双肩电脑包
的小伙儿，拎大牌手袋的姑娘，张海超觉得
有几个脸熟，却从没说过话。乘客们一人
一座，都很安静，或刷手机消磨时间，或靠
在椅背上打盹儿，没人为路况发愁。

陆续又在两三个小区停车上客后，定
制快巴便驶入通（州）燕（郊）高速直奔北
京，一路不停。车窗外，许多小汽车已在进
京检查站前排起长龙。

来燕郊 5 年，张海超曾觉得家离北京
“很远”。为了上班，他每天5时起床，必须
在6时前挤上公交，再倒一或两趟车去换乘
地铁，才能确保 8 时 30 分赶到位于北京北
三环的公司打卡。

“有座儿吗？”记者问。
“能挤上去就不错了。”张海超打了个

比方，“车门一开，公交就像‘哗’地吐了一
样。”

坐惯了定制快巴，张海超很难想象那
段“朝五晚九”的日子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现在，他会在每周五把下一周的上班车票
提前买好，“我常选的 7 点至 7 点半时段最
抢手，买到了，能踏实一整周。”

相比公交通勤，定制快巴进京单程 15
元的票价并不便宜。

“得看怎么想了。”皮质座椅、电视、免
费 WiFi、充电接口配备齐全，张海超觉得，

“现在每天最放松的，就是上下班这段路。”
他还和家住通州的同事互算过一笔

账，自己往返都坐定制快巴，算上打折票，
每月支出大概500元左右，对方开私家车上
班，一个月加两次油，费用其实差不多，“但
我能走公交专用道，快呀。”

在张海超看来，定制快巴改变的不只
是通勤体验，还有生活节奏，“每天不再睁
眼就走、倒头就睡，在家也能踏踏实实吃完

早饭了。”
临近8时，定制快巴抵达地铁国贸站G

口，全程不到1小时。再往前，是世贸天阶、
尚都 SOHO、财富购物中心。摩天大楼脚
下，都市白领们汇入人海，成为北京一朵朵
奔涌的“浪花”。

从“彼此协作”到“不分彼此”

定制快巴能“圈粉”，关键是“快”。
而“快”的背后，是京冀携手创新解决

难题。
据统计，燕郊进京上班族主要依靠公

交和小汽车通勤。其中，搭乘小汽车的占
比 35.2%，早、晚高峰时主要路段交通流量
大、易拥堵。

为“出行难、通勤慢”破题，京冀两地的
交通、公安等部门和当地政府坐到了一张
办公桌前，共同为定制快巴出谋划策。

进京安检等时长是反映最集中的问题
之一。

“将这一环节前置，定制快巴创新采用
了远端安检。”三河市交通运输局客运出租
管理大队大队长陶波解释道，乘客在线上
实名购票的同时，信息就已同步至公安系
统，“乘车当天，本人在检票机上刷身份证
快速核验后，就能实现不下车快速通过进
京检查站。”

不仅如此，为让定制快巴“快起来”“更
便捷”，京冀两地交通部门还在深入调研和
实地摸排基础上提出，凡纳入定制快巴系
统车辆均可使用公交专用道、在京内地铁
口和写字楼宇等地段设立上下客点。

“不得不说，这样的停车点位设计太
‘走心’了。”张海超说，“下车20米就是地铁

口，如果这段距离变成 200米，看似只多几
步路，但对还要换乘的上班族来说，预留在
路上的时间就要拉得更长。”

2022年，定制快巴“跑”进了北京市“十
四五”交通发展规划，由燕郊进京的平均用
时也压缩至55分钟。

陶波介绍，目前，三河（燕郊）至北京定
制快巴线路由京、廊两家龙头客运企业负
责运营，“已投入 28 辆车，日均往返乘客
2400人次。”

京冀携手推动的定制快巴，也让“交通
一体化”在张海超眼里有了更直观的样子：
统一采用大中型客车、统一车身颜色、统一
司机着装、统一票价、统一站点设置……

“除了牌照上的‘京’和‘冀’，谁能看出
每辆定制快巴有何不同？”张海超说，“‘京
津冀协同’或许就是这样不分彼此吧。”

从“几条线”到“一张网”

定制快巴打破了传统客运定点、定班、
定线模式，是一种门到门、点到点、随客而
行的全新出行方式。

正因如此，它关注每一位乘客的出行
诉求。

开通半年多来，在“京津冀定制快巴”
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区，廊运集团北部
定制客运有限公司副经理陈东宏明显感受
到了人们需求的变化，“以前只要有车就
行，但现在，大家希望站点就在楼下。”

燕郊居民田成龙曾多次为自家的燕京
航城小区“发声”。他还加入了定制快巴乘
客讨论群，“都是自发组织起来的，有人会
发一些调查问卷，让大家填写期待的发车
时间和设站位置等，我参与过好几次。”

好消息在今年1月31日传来。定制快
巴又新增一条燕郊进京线路，始发地就是
北部社区燕京航城，途经燕灵路、学院大
街，直达北京国贸CBD核心区域建外SOHO
和光华路。

“根据乘客的反馈需求，又经过多次调
研，此次新增线路补充了燕郊中部社区站
点的不足，也体现了快巴的‘定制’特点。”
陈东宏说。

除了线路，发车时间也在“呼声”中不
断优化。针对每周各工作日不同的道路状
况，燕郊至国贸线路周一首班车较开通之
初提前了10分钟，周二至周五则延后了20
分钟；晚高峰末班车也推迟至21时。

在陈东宏看来，“虚拟站点”是定制快
巴最具特色的设定，“可以使乘客不受公交
点位影响，在小区门口附近上下车。乘客
订票后可在手机端看到乘车点位照片并导
航前往，大大提高了设站灵活性。”

推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向广度深度拓
展，定制快巴还承担着“打造廊坊北三县跨
区域通勤客运先行先试样板”的任务。

“目前来看，燕郊进京需求还没有得到
充分满足，需要持续增加运力予以保证。
大厂、香河乘客需求需要进一步挖掘。国
贸出京客流需要细分场景，精准对接。”陈
东宏说。

新计划已经提上日程。今年，燕郊至
国贸地区计划开通 102国道沿线和天洋城
小区等区域的进京线路，未来还将根据乘
客需求研讨规划燕郊至望京、中关村、丰台
总部基地、亦庄等地区的定制通勤线路。

陈东宏说，全力打造环京地区一小时
通勤圈，定制快巴正在从“几条线”跑成“一
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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