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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缓堵促畅行动再提速
作为我国人口规模最大的超大城市，重庆近年来在破解交通拥堵难题上持续发力。2025年，重庆将中心城区缓堵促畅

行动列为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八大行动”之一，通过轨道交通扩容、智慧管理升级、堵点“微改造”等系统性举措，统筹推进中
心城区缓堵促畅工作走深走实。

8项举措 推进缓堵促畅攻坚行动

2月10日，重庆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建设“六区一高地”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四场）上提
出，实施2025年中心城区缓堵促畅攻坚行动中，将从“管理增效、工程提质、数字赋能”三
个方面，通过公安、住建、城市管理、交通等部门多跨协同，采取堵乱点小切口治理、优化
完善交通管理、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道路维护管理、实施公共交通提质增效、开
展停车综合治理、智慧交通数字赋能、加强交通规划研究等8项工作举措推进中心城区
缓堵促畅攻坚行动。

机制创新 交通问题全链条闭环治理

重庆的缓堵行动首先从机制破题。市城市治理委员会统筹协调，建立“发现-会商-
交办-评估”全链条闭环综合治理机制，推进交通问题全链条闭环治理。

据了解，重庆将从体制机制入手，优化完善交通治理综合协调机制。比如，综合中心
城区道路交通智能管理应用和重庆市交通综合信息平台的分析和交警执法的现场反馈，
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中心城区拥堵情况提出需要解决问题的清单，由市城市治理委
员会办公室统筹进行问题集中研判和制定治理方案，按设施权属交由辖区组织实施整
治，同时对实施效果进行督办评估，推动交通问题全链条闭环治理。

工程提质 让“上班路”更舒心快捷

2025年，重庆将加快科学城隧道、宝山大桥、茶惠大道等21个市级重点项目建设，还
将加密次支路网200余项、实施未贯通路75条，同时开展山城步道、人行过街设施以及
轨道站点便捷性提升等惠民工程建设，让“上班路”更快捷，让“回家路”更舒心。

2025年，重庆计划完成渝中区一号桥等60个以上的堵点乱点小切口治理，金州大
道、学府大道等60处道路交通组织措施优化，完成沙坪坝区凤天路、北碚区天生路等50
条道路及附属设施综合整治、60条公交线路优化以及九龙坡冶金村社区等100个社区停
车综合治理。

2025年，重庆将开展“渝城护学”“渝城助医”行动，完成100所学校、50家医院周边
环境整治，包括优化接送区域、增设临时停车位、完善信号灯配时等，缓解重点区域拥堵。

2025年，重庆将建成通车重庆轨道交通6号线东站段、重庆轨道交通4号线西延伸
段两条线路，届时，全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达到593公里，进一步便捷市民出行。此
外，还将滚动开通轨道站点出入口，以及开展运营线路适老化改造，通过这些措施让轨道
成为市民游客绿色出行的首选。

重庆还将完善“厂网一体”运行机制，消除雨污混接，畅通雨水排放通道，来保障城市
的运行安全。

动态优化 桥隧错峰+小巷公交齐步走

在“管好车”方面，重庆提出优化动态交通组织，重点推广“小巷公交”服务，提升支路
微循环效率。此举旨在解决狭窄路段公交覆盖不足问题，通过小型化、灵活化公交车型
加密线网，与主干道公交形成互补。在“用好数”方面，抓紧“中心城区缓堵促畅”“渝运
安”等重大应用开发贯通。

为进一步缓解重庆市中心城区交通拥堵，2月28日，重庆市公安局发布《重庆市公安
局交通管理局关于中心城区高峰时段桥隧错峰通行的通告》：2025年3月1日起，重庆市
公安局实施中心城区高峰时段桥隧错峰通行政策，覆盖高家花园大桥、黄花园大桥、真武
山隧道等24座桥梁隧道。错峰时段为工作日早高峰7:00-9:00、晚高峰17:00-19:30，
按车牌尾号限行（如周一限行尾号1和6）。该政策明确豁免新能源车、出租车、公交车等
车辆，并规定法定节假日不执行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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