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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破解经十路“堵局”系列调查报道之“路网之累”

鲜有道路东西贯通
本报记者 董钊 见习记者 王茂林 实习生 陈玮

一段曾经以为是海枯石烂
的爱情，在七年风雨之后会遭遇

“七年之痒”；一条曾经风光一
时，承担省会主要交通功能的大
动脉，在七年历练之后也会气喘
吁吁。眼下的经十路和那段恋情
一样，在经历“七年之痒”时，仅
能沉醉于过往的豪迈。

七年前的我们始料未及，当

初看似无比宽敞的双向十车道，
如今已经被滚雪球般蔓延的车
流淹没。其间，经十路历经数次
改造，但无奈总是跟不上机动车
增长的脚步。有交通专家表示，
拓路架桥并非上上之策，因为总
是“路宽车更宽”。

经十路，这个曾对“提升老
城形象，完善城市功能，改善道

路交通条件”有卓越功勋的英
雄，如今已活力锐减。寻求治堵
良方，也算得上是一种尊重。

我们应该思考该如何善待
这条马路。作为道路利益的享有
者，我们的科学出行、理性出行，
将为发展公共交通争取更多的
时间和空间。

我们更要意识到，我们不仅

是一座城市资源和现代化生活
的分享者，也是这座城市的主人
翁，不仅是公共政策的批评者，
也是制定公共政策的参与者。所
以，少些抱怨，多些建言吧。

倘若仅仅就交通谈治堵之
策，经十路拥堵之现状远不能解
决。和国内很多城市一样，道路
沿线的建筑区域规划布局现状，

尚不能给经十路以减轻压力的
充分空间，周边与之连接的“毛
细血管”未能起到通经活络的功
效。

毋庸置疑，治堵很难，其最
大难处是，不存在立竿见影的灵
丹妙药，也不存在令所有人满意
的完美方案。关键是，治堵需要
各方合力。

治堵没有灵丹妙药
本报记者 董钊

“卡脖子”路口成瓶颈

29日傍晚，历山路与经
十路交叉口的车流十分密
集，从历山路南行的车辆大
部分驶上了经十路。和这个
路口一样，经十路沿线每个
路口的平均间距为三四百
米，行人和车辆出行主要依
靠平面道路。

面对日益拥堵的状况，
经十路周边道路并没有起到
应有的分流作用，反而将车
流的压力给了经十路。记者
观察发现，经十路沿线南北
向道路两旁分布着许多住宅
区，比如环山路、羊头峪西沟
街、山大路，路边都是居民区
或生活区，不具有对车辆分

流的能力。
3 0日中午1 1时3 0分左

右，在经十路与环山路、羊头
峪西沟街路口，一个红绿灯
的时间，由西向东行驶的车
辆，只有10辆转向环山路，4
辆转向羊头峪西沟街。而从
环山路驶来的车辆，只有两
辆直行至羊头峪西沟街，其
他车辆全部驶入经十路。

山东大学交通规划设计
研究中心主任张汝华认为，
城市主干道主要承担长距离
车辆通行作用，支路网主要
承担短距离车辆通行，但现
在由于缺乏支路分流，必然
造成高峰期主干道的拥堵。

周边道路未能缓解压力

受 地 形 限 制 ，长 期 以
来，济南市区一直呈长条发
展 ，东 西 向 交 通 干 道 数 量
少，不畅通。尤其随着近年
来省城南部一些住宅和商
业区的建设，南行车辆逐渐
增多，而这些车主出行大多
选择经十路，使得经十路交
通压力日趋饱和。

“不走经十路，我们走
哪里呢？”家住阳光100小区
的王先生表示，每天上班行
驶在经十路上，总是会在阳

光新路、建设路、玉函立交
等几个路口长时间等候，但
除了经十路外，几乎没有别
的选择。

张汝华表示，虽然城市
规模不断扩大，但济南市原
有道路并未随着城市化进
程 有 效 延 伸 。在 经 十 路 南
侧，几乎没有与之匹配的东
西向分流道路；在经十路北
侧，一些东西向主干道也是
到了二环东路附近就断了
头。

不走经十路又能走哪里

停车占道，马路“被瘦身”
“早上 8点钟左右堵个几百

米很正常，有时都堵到加油站这
儿。”周女士家在环山片区，环山
路和经十路两条线路是她和家人
每天出入的必经之路。记者在环
山路看到，原本双向四车道的路
面，有相当距离的路段因为两侧
密密麻麻的停车而“瘦”成了双向
两车道。“没办法，周围是居民区，

路两边又有这么多店，车停得肯
定多。”周女士说。

在经十路以南的历山路南头
路段，记者看到的是和环山路同样
的情形，四车道因为两边的停车只
剩下两个车道容许车辆缓慢通行，
很容易发生拥堵。实际上，在这样
的情况下，需要进出或者经过相应
区域的市民，很容易因为南北连接

路段的不顺畅而不愿选择旅游路
作为分流线路，这又使得经十路南
侧的旅游路功能得不到有效体现。

和不规范停车一样占用道路
资源的，还有占道经营的问题。在
与经十路相邻或相交的一些路段，
如文化路等，晚上摆摊设点做小生
意的现象较为普遍，这在一定程度
上也影响着车流涌向经十路。

周边有不少断头路畸形路
市民王先生每天从位于高新

区的单位下班，开车回家必走燕
山立交桥，而从燕山立交桥西北
方向下桥口到山大路南口，短短
700米左右的路段成了常堵的一
个“瓶颈”路口。

记者看到，立交桥辅道两侧
地面有6个车道，加上桥上辅道两
个车道，到了下桥口以东不远处，
车辆就涌入了4个车道。从燕山立
交桥往西至山大路南口的路段，
在山大路南口处设有一个信号

灯，即便如此，700米的瓶颈路也
经常被堵得水泄不通。

与南北贯通的道路相比，一
些断头路和畸形路口“卡脖子”的
情况同样严重，比如历山路南头、
民生大街路口、经七路与经十路
交叉口等。

11月30日上午，记者经过历
山路与经十路路口，发现来自历
山路的车流在该路口处大量涌入
经十路。而据交通专家介绍，历山
路和经十路路口处南北交通承载

能力的不匹配，造成了这一路口
“畸形”。记者观察发现，路口的设
计并非规整的“十”字，原本双向
八车道的历山路，在经十路以南
路段变成了双向四车道。

“单纯依靠拓宽道路，很难解
决经十路拥堵的问题。”济南市市
政公用事业局有关人士表示，目
前经十路的车流缺乏有效分流，
而一些原本可以走文化路和和平
路的车辆也不约而同挤到了经十
路上。

倡导绿色出行改变出行结构
有交通专家指出，解决交通

拥堵的有效办法依然是倡导绿色
出行，这就要求公交车能在舒适
度和服务性上更加符合市民需
求。“公交线路可以进一步优化，
线路重复系数大的情况不利于交
通畅通。”记者在经十路从燕山立

交桥到山师东路路段观察沿线站
牌，发现在个别站点，公交线路可
以达到十二三条。

不少市民表示，换乘并非不
可忍受，增加公交车发车的频率
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

此外，近日本报陆续接到多

位市民打来电话，表达类似观点。
有市民提出，一些路段的施工占
道情况在济南时有发生，“工期是
否合理应该慎重考虑，有些工程
进度缓慢，有些工程虽然已经完
工，但收尾工作仍要拖很长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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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行渐堵的经十路，目前已是众多车主出行

的不二选择。七年来，经十路承担着太多的交通压

力，满负荷运行的状态一直持续。

在经十路的两端，高新企业群及济南西站等

人流密集区正在崛起，周边大型商业场所和企业

单位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车流。面对高强度的交

通压力，经十路分流已经显得非常乏力，周边支路

的循环动脉尚有待打通。

在省电视台西侧的经十路辅道上，车辆行人混杂，逆行现象严重。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下班高峰期，经十路上东西向车流形成鲜明对比。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1

2

3

4

5


	C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