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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市全域公交发展和
市区客运功能调整实施方案

为加快推进我市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革步伐，更好地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出行需要，根据交通运输部等 11 个部委《关

于稳步推进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指导意见》

（交运发〔2016〕184 号），以及省市关于加快城乡统筹发展和

城乡客运一体化发展的部署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全域公交

发展和市区客运功能调整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按照“政府主导、公交模式、公车

公营、财政托底”的基本原则，加快实现市区公交一体化、市域

公交全覆盖，让公共交通惠及千家万户，让群众出行更安全、更

便捷、更舒适。

二、目标任务

坚持全市一盘棋,围绕“市域公交发车间隔 30 分钟、市郊公

交发车间隔 20 分钟、主城区公交发车间隔 10 分钟”目标，按照

市域、市区及镇村三个层次，构建覆盖全市的全域公共交通网络

体系。

（一）建成 30 分钟发车间隔的市区至各县（市）城及其一

个重点乡镇市域公交体系，实现市县快速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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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区至东台、建湖、射阳、阜宁、滨海、响水等 6 个县（市）

及其一个重点乡镇（东台弶港、建湖九龙口、射阳海河、阜宁益

林、滨海滨海港经济区、响水陈家港）既有客运班线进行公交化

改造，开通市域公交线路。

开通时间：市区至建湖、东台、射阳、阜宁、滨海、响水市

域公交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前开通。市区至各县（市）一个重

点乡镇市域公交于 2021 年春节前开通。

（二）建成 20 分钟发车间隔的市郊公交体系，实现市镇快

速通达。

在已经开通市区至上冈、盘湾、特庸、新丰、刘庄等镇公交

基础上，2020 年 12 月底前开通市区至三龙、新丰方强、庆丰、

洋马、长荡等镇市郊公交。

开行安排：

1．新增市区至三龙镇公交线路。途经道路：S226 省道（东

线）、S349 省道（建军东路）。主要节点：斗龙港、三龙镇、丰

富社区、东南村、盐东镇、车管所、亭湖大道公交停车场，线长

45 公里。

2．调整延伸市区 32 路公交线路至新丰镇方强社区。途经道

路：斗沙线、南环路、东环路、赣江路、黄山路、岷江路、新都

路、文港路、东进路、高铁站西广场。主要节点：方强社区、步

凤镇、蔡尖花园、悦达二厂、盐城高铁站。线长 35 公里。

3．延伸市区 3 路公交线路至庆丰镇。途经道路：S232 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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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兴路、西环路、建军西路、范公路。主要节点：乔冠华故居、

庆丰镇、龙冈镇、张庄街道、市一院北院、新四军纪念馆、盐城

汽车客运站，线长 38 公里。

4．新增市区至洋马镇公交线路。途经道路：洋马镇、盘黄

线、盘龙大道、青墩连接线、机场路、东环路、青年路、盐城高

铁站。主要节点：洋马镇、盘湾镇、机场、大洋湾、高铁站，线

长 45 公里。

5．新增市区至长荡镇公交线路。途经道路：新长线、长青

线、S349 省道。主要节点：长荡镇、青墩办事处、汽车客运北

站，线长 20 公里。

（三）建成 10 分钟发车间隔的主城区快速公交体系，全面

提升市区交通出行环境。

1．加快市区公交快速走廊建设。按照《盐城市 BRT 系统及

公交线网协同优化总体设计》，建设以青年路、新都路、解放路、

开放大道为主骨架的“两横两纵”城市公交主走廊，以黄海路、

盐渎路、海洋路、振兴路、开创路、希望大道、五台山路为次骨

架的“三横四纵”城市公交次走廊，以环路及四周国省道为补充

的“环形放射”市域公交快速走廊。实施《盐城市区 BRT 规划建

设两年行动计划》，加快“三纵四横五环”BRT 快速公交系统和青

年路 SRT 示范线建设。所有公交快速走廊及公交专用道力争采用

公交信号优先控制，保障公交时空路权，提高车辆运营速度。

2．优化公交线网布局。根据公交快速走廊以及高架地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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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BRT 环线、SRT 项目建设，规划运营 1 条 SRT 示范线、6 条

BRT 主线、13 条 BRT 支线、8 条 BRT 环线，原则上每条线路长

度不超过 16km。SRT 示范线、BRT 主、支线发车时间间隔为 5-8

分钟，BRT 环线发车时间间隔为 8-10 分钟。协同优化常规公交

线路，在先锋大岛、城西北片区及环科城等区域适当加强公交体

系建设，形成主城区发车间隔为 10 分钟的快速公交体系。根据

城市发展和群众实际需求，每季度对公交线路进行优化调整。

3．开行主城区夜行和旅游班线。根据市政府《关于推进全

市夜间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要求，延长主城区公交干线营运时

间，新增和调整夜间公交线路，开行盐都旅游直通车，支撑市区

夜间经济和旅游经济的繁荣发展。

4．提升公交智能化水平。在市区加快建设以公交信号优先

控制、出行信息智能服务、公交智能调度、监测与运行指挥为核

心的综合智慧出行系统及公交出行监控保障系统，提高公交资源

利用效率和运营服务能力，改善市民乘车体验。加快探索和应用

5G 技术，精准采集、分析和运用大数据，完善手机刷卡、移动

支付扫码乘车的消费体系，扩大市区电子站牌覆盖面，推进公交

实时到站信息预报服务。充分利用公交站台和公交车身平台，统

筹做好广告宣传。

（四）加快城乡公交一体化，构建覆盖县域的公交体系。

各县（市、区）围绕“四好农村路”建设，因地制宜制订辖

区全域公交实施方案。理顺公交运营管理体制机制，加大组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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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实施科学合理布局，搭建城乡公交运营平台，推进农共班线

公交化改造，完善公交基础保障，将公交线路延伸至每个镇村，

打通服务农村居民出行“最后一公里”，深化交通运输与邮政快

递融合发展，加快推进城乡物流服务一体化。2021 年 6 月底，

建湖、射阳、阜宁实现县域公交全覆盖；2021 年 12 月底，滨海、

响水实现县域公交全覆盖。盐都、亭湖、东台、大丰等已实现县

域公交全覆盖的地区，继续巩固开行成果，进一步优化线路结构，

努力提升出行服务品质。

（五）推进市区客运站点功能整合。

按照整合资源、优化配置、合理分工、科学调度的原则，精

心打造一加二汽车客运站布局（一是指高铁综合枢纽汽车客运

站，二是指盐城汽车客运北站和盐城汽车客运西站）。具体功能

定位为：高铁综合枢纽汽车客运站主要负责始发上海、浙江方向

的省际班线，以及市际班线和县际班线（省际 38 班 38 辆，市际

148 班 129 辆，县际 200 班 113 辆），建成市区交通零换乘的核

心；盐城汽车客运北站主要负责始发向北方向的省际班线，以及

为向北方向的市际、县际班车配载（省际 41 班 41 辆，市际 34

班 30 辆，县际 174 班 122 辆）；盐城汽车客运西站主要负责始

发西南方向的省际班线和为西南方向的市际班车配载（省际 51

班 51 辆，市际 112 班 101 辆）。加密三个汽车客运站之间互相连

接的公交班次，方便旅客快捷出行。

三、实施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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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期准备阶段（2020 年 11 月底前）。

组建市域、市郊、市区及镇村公交发展工作专班，做好政策

宣传、资产评估、资金保障、社会稳定、实施改造等工作，确保

各项推进措施按时序进度落实到位，确保完成全域公交发展任务。

（二）组织实施阶段（2020 年 12 月-2021 年 12 月）。

1．实施道路客运班线公交化改造。对公交化改造的道路客

运班线，各地要因地制宜出台改造和补偿政策，对原经营主体提

前退出经营的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可根据线路经营现状、车辆状

况、类似地区改造情况等因素综合衡量确定补偿标准。

2．建立健全市域公交补贴机制。财政部门制定考核和补贴

办法，合理确定城乡公交企业利润，将考核指标与财政补贴机制

挂钩，激发全域公交运营企业经营活力，保障良性发展。补贴资

金纳入财政年度预算。

3．整合市区客运站点功能。将位于青年东路的盐城汽车客

运站功能整体搬迁至高铁枢纽客运站。2020 年底先行搬迁县际

班线，2021 年上半年完成客运站功能整体搬迁。

4．完善监督考核体系。交通运输部门要强化全域公交运营

监管，建立全域公交服务质量考核评价机制，全面开展服务质量

信誉考核，加强对客运经营行为、服务质量、安全保障、车辆技

术和驾驶员管理。

5．做好运营基础保障。各地要切实做好道路、桥梁、停车

场、首末站、站亭牌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落实好日常维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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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全域公交安全运营。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成立盐城市全域公交发展和市区客运功能

调整工作领导小组，分管副市长任组长，各县（市、区）人民政

府、市发改委、交通运输局、财政局、审计局、公安局、信访局、

市交投集团、盐阜集团等部门共同参与。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

交通运输局，具体负责实施和指导协调工作。

（二）形成合力。各地和市直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全域公交

发展，按照目标任务和职责分工，细化工作步骤，全力支持配合，

加大实施力度。要以群众满意为目标，科学编制发展规划，制定

扶持政策，完善配套设施，营造安全文明秩序，推动全域公交事

业健康发展。

（三）做好宣传。高度重视舆论引导工作，强化政策解读，

大力宣传全域公交改革措施。要加强社会沟通，畅通利益诉求渠

道，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把工作做细做实，争取道路客运企业和

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确保社会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