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迎接十艺节，也是改造 老化管线拓宽道路之需

大大大面面面积积积修修修路路路 之之之后后后，，，多多多久久久 不不不再再再开开开拉拉拉链链链？？？
本报记者 王光营 赵伟

十多条正在维修的道路，让济南瘫痪了半个城。相比于以往，

除了十艺节的必备工程，本次济南大规模修路也给老化管线迎来

了改造入地的机会。对市民来说，如果道路维修之前已经把规划

做细，采取了更加积极的缓解拥堵措施，让修路之后不反复拉拉

链，他们还是愿意忍受这几个月的拥堵的。

“泉城路在施工，和平路
和山大路也在施工，以后市
区还怎么走？”近日，不少市
民在东部出行时都遭受了

“堵城”之困。记者梳理了一
下目前正在施工的道路，大
大小小能有十多条。

从5月24日晚起，山大路
北段开始实施封闭或半封闭
施工；6月22日，作为东部城
区主干道的和平路也开始全
封闭施工；7月1日晚12时，泉
城路也正式封闭开工。

此外，再加上之前就

已开始整修的利农庄路、
省府东西街，东部有五条
主次干道在改造。而南部
城区，包括二环南路西段、
土屋路、七里山路西段等
主次干道施工；西部城区
也有二环西路、纬十二路

等已展开施工。
不少市民提出疑问，济

南为何进入5月份就开始同
时修建道路？十多条道路扎
堆修，不堵才怪！也有不少市
民纳闷，为什么不能错时施
工？

“十艺节前，这里将有60
公里的道路通车。”记者获
悉，作为十艺节举办地的核
心区域，西部新城共规划了
11条东西向道路，12条南北
向道路，道路总长100余公
里，目前已经有一半通车。

而在老城内，为了应对
大量客流涌入泉城，防止出
现大面积拥堵，和平路、纬十
二路、山大路北段等多条道
路正在进行提升改造，增强
城区道路的承载能力。

“和平路1988年建成通
车，路基管线老化，经常拥
堵。”据济南市市政部门工作
人员介绍，和平路西接泺源大
街，东连规划中的和平路东
延，两段道路快车道都在六车
道以上，只有四车道的和平路
反而成了城区交通的瓶颈。

据介绍，由于周边商
家、居民较多，机动车经常
占用非机动车道，骑自行车
的市民只好绕行机动车道。

“在山师附小，每当上下学
都堵得一塌糊涂。”不少市

民说，和平路拓宽肯定能缓
解交通压力。

“听说要重新铺设管
线，不知道我们今年能不能
供上暖啊？”家住燕山小区
北区的居民说，和平路沿线
的十多个居民区和单位没
有供暖，管线改造给他们带

来了希望。
不仅如此，山大路北段

经过改造后也将告别马路
行洪的历史。从解放路至花
园路足足1700米的距离内，
山大路上居然没有一个雨
水井或箅子。一旦下雨，附
近坑洼地段积水总会给过

往行人带来困扰。
“山大路在建设时就没设

计雨水管道，急需进行雨污分
流改造。”历下区市政工程管
理局工作人员说，山大路南北
落差十多米，一直靠马路行
洪，雨污分流改造不仅排水顺
畅，也能避免污水外溢问题。

尽管道路扎堆修建带
来一定程度的拥堵，但与
修路同时进行的，还有相
关部门通过设置道路交通
提醒指示牌、发布公交绕
行及易堵点示意图等一些
措施来提醒市民。

5 日 ，记 者 走 访 和 平
路、山大路、泉城路等几条
道路看到，道路施工交通

指示牌都放在最显眼的位
置，而且在这几条道路的
周边道路路口，也都设置
了道路施工的提醒。不少
过往车主看到提示，也是
主动避开易堵路段。

这次更令不少市民感到
相关部门服务到位的就是公
交线路的调整。在和平路、泉
城路等几条主要道路开始整

修前，济南市公交公司就在
第一时间发布了公交车改线
通知，详细介绍了每条线路
站点变动情况。此外，公交公
司还第一时间对站牌进行更
改，对撤销的站点进行拆除。

“我们也是尽量让更多人知
道，一些乘客上车时，有时司
机也会进行提醒。”公交部门
相关负责人称。

除公交部门及时调整公
交线路外，交警部门也发布
绕行方案，提醒车主绕行修
路地段。此外，还提醒市民，
修路路段周边的交通流量
会急剧增加，划出建议过境
车辆不要进入的范围。还通
过发布易堵点地图的方式，
直观地告诉市民哪些地方容
易拥堵。

本报7月8日讯(记者 王光营 实习
生 全通江 孙庆玲) “路面开挖后，
现在正在做的就是建设电力沟和三座桥
涵。”8日，记者在和平路看到，和平路快
车道路面开挖已经基本完成，施工人员
正在建设电力沟，随后再铺设各种管线。

据介绍，和平路施工改造，除了路面
工程外，还有三座桥涵需要拓宽加深。根
据和平路施工方案，三座桥涵横贯和平
路，整条道路被纵向断开，分成四个互不
相通的施工区段，从而隔断了纵向交通。

在分析了多种方案后，施工方考虑
到学校放暑假人少、车少、交通需求小的
可利用时机，最终选择了桥涵全封闭施
工方案。四个施工区段内实行单项或双
向通行方式封闭现状快车道的交通，两
侧人行道基本不封闭，确保驻地车辆和
行人通行。

“我们加大了施工人力、设备投入，
全线、多点施工。”据了解，在满足工序质
量要求的前提下，施工方最大限度地压
缩了工期。根据桥涵宽度、长度、深度等
及与电力沟、各种管线的关系，为保证工
程质量，缩短工期，桥涵施工采取了整体
性施工方案，将施工工期由4个月压缩到
2个月左右。

据悉，桥涵施工结束后，和平路将能
东西贯通，对交通的压力也将减轻。除了
桥涵施工，在9月底，施工方还要完成热
力、供水、燃气、雨污水、通讯等各类管线
的敷设。

本报7月8日讯 (记者 王光营 实
习生 全通江 孙庆玲) 从2日开始，
泉城路破损石板正式开始施工。截止到
目前，路面破损石板拆除面积已近2000

平方米，铺设面积在500平方米左右，完
成了总工程量的九分之一。

据介绍，由于受机动车反复碾轧，泉
城路的路口、公交港湾等处出现了石板
破损。经检测发现，破损石材面板下道路
基础完好，主要问题是路面石材松动、翘
动、断板等，破损面积约4500平方米左
右。

2日，市政部门工作人员正式进场进
行施工，并铺设了试验段，规范石板的铺
设标准。与前两次施工不同，对所用石材
的几何尺寸在微观上进行了修改。对石板
边缘进行倒角处理，底部进行凹凸处理，垫
层改用C40细石混凝土，增加石板与垫层的
黏结能力，同时石板缝隙采用水泥沙浆和
柔性灌缝料灌缝，提高抗渗能力。

记者看到，泉城路快车道进行了全
封闭施工，只保留了交叉路口的通行功
能。但慢车道仍然可以通行，步行市民
较多，泉城路、芙蓉街等处的人流仍然
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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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道路拓宽迎十艺节，老化管线需更新

转变： 修路前交通绕行提前进行公示

C04-05
主打

2013年7月9日 星期二 编辑：翟恒水 美编：牛长婧 组版：韩舟

今日济南

市民：

修路
咱能忍受，
反复开拉链
不可原谅！

“就家门口这条路，还没交
付使用，就被拉了好几道口子。”
家住东舍坊片区的居民王女士告
诉记者，东舍坊街从去年拓宽建
成后，为了铺设供暖管线等，多次
被扒开。“前前后后得有六七次。”

“道路维修大家都理解，怕就
怕经常开拉链。”有市民表示，对
城市道路来讲，最怕的就是为了
铺设管线而经常性开挖路面。

以南京为例，过去5年间，主
城区道路经行政许可开挖3477
次，约开挖面积30万平方米，抢修
挖掘2529次，算下来平均每年大
约1500次。

“与南京相比，济南的情况也
不乐观。”据介绍，为了制止随意
开挖行为，南京市制定了城市地
下管线管理办法，规定新建道路5
年内、大型翻建道路3年内不得开
挖地下管线。

在泺源大街南侧辅道管线综
合改造项目中，为避免道路重复
开挖，各管线单位签订了《地下管
线统筹建设(改造)承诺书》，承诺
本次改造后5年内不再提交相关
建设(改造)需求。

“和平路自从1988年建成后
首次大规模改造，这次也至少能
保证5年以上。”据悉，和平路等路
段在改造中建设了电力沟，使电
线入地，并根据周边居民的需求
量铺设了各种管线，不会出现随
意开挖路面，埋设管线的情况。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济南
市也应该进行立法，对道路的改
造、开挖、管护等作出明确的时
间规定。

建议： 重维修更要重养护
省城规划部门一位工作人

员表示，从宏观上来看，无论是
路网规划，还是景区建设，省城
做得还是不错的。二环西路南
延、二环南路快速路的开建完善
了快速路网，天下第一泉风景
区、大千佛山景区的打造将大大
拓展泉城风貌，但在细节上确实
还需要做到规划先行。

和平路施工方一位负责人
说，除了路面拓宽建设，地下工程
还涉及自来水、雨水、污水、电力、
热力、天然气、通讯、路灯等十多种
管线。管径不一，埋设深度不同，施
工次序也不一样，如果细节规划
做不好，很容易造成交叉、重复施
工，后期也将出现马路拉链问题。

“道路建好不是最终目的，在

使用中还要管护好，这才是少修
路的关键。”据悉，省城不少道路
经常出现破损，3年一小修、5年一
大修。除了建设规划不合理外，后
期养护不到位，还需要提升。

记者了解到，济南市市政部
门制定了城市道路桥梁管理考
核办法，对路面考核也作出了具
体规定，但在实践中容易出现

“重设施、轻道路”的问题。
“应该摆脱单纯靠人眼养护

的土办法，加强道路管护的信息
化。”业内人士认为，城市沥青路
在出现破损前，基础部分容易出
现问题，在日常维护时要增加测
试仪器的使用。同时建设一套信
息化系统，打造道路管护信息的
收集、整理、分类、处置平台。

在二环南路上，施工警示牌竖在马路上。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在泉城路上，施工人员正在紧张施工。 本报记者 赵伟 摄

和平路路面开挖基本完成，正在建设电力沟。 本报记者 王光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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