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紫薇路站

位于海棠路与紫薇路路口南侧，为路中三层
高架岛式车站，总建筑面积6568平方米
>>>

赵营站

位于刘长山路与平安北路路口北侧，为路中
三层高架岛式车站，总建筑面积7314平方米
>>>

玉符河站

位于玉符河北侧，为路中三层高架岛式车站，
总建筑面积7280平方米
>>>

王府庄站

位于刘长山路与物流大道路口，为地下两层
岛式车站，总建筑面积16246平方米
>>>

区段3
赵营—王府庄

为高架转入地下区段，线路沿
刘长山路路中敷设，共设路中三
层高架岛式车站2座，地下

两层岛式车站1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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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 首次提出尝试轨道交通

1988年，济南进行了历史第一次居民出行调查。调查
数据显示，济南市区道路通行能力低，公交车速高峰期仅
7—8公里/小时，缺少大容量公共交通设备，仅靠无轨电
车、汽车无法解决客流大的问题。大家想到了建地铁、轻轨
等轨道交通。

1995年——— 首个轨道建设机构两年解散

1992年，济南市建委批准立项进行济南高架轻轨
快速客运交通的调研。1993年左右，济南市公用事业管
理局成立轻轨工程筹建处，这也是济南历史上第一个
为轨道交通设置的机构。1994年《关于建设轻轨客运交
通工程的调研报告》中提到，根据客流等考虑先贯穿市
立五院、火车站、大观园、解放桥等点位，采取分期规划
分布建设的方法。包括济南在内，当时全国不少城市尝
试地铁等轨道交通建设，但由于有些地方不考虑经济
承受能力和社会发展需要，城轨交通建设有很大盲目
性。之后近三年，国家没有审批城市轨道交通项目。
1995年左右，存在才两年的轻轨工程筹建办解散。

1998年——— 建地铁与保泉矛盾激烈

我省知名交通专家许云飞1998年就在山东省两会上
提出“济南应该修地铁”的提案,有一些人反对和质疑:济
南地下有错综复杂的泉脉,建地铁肯定会破坏泉水。许云
飞说,修地铁确实有破坏泉水的可能,但只是‘可能’,而不
是‘一定’。”许云飞认为,修地铁的依据更多在于社会经济
发展的需要。

2000年——— 成立轨道交通筹建处

2000年2月，省会规划委员会三届二次会议审议
2000年城市建设项目时提出：随着城市人口、用地规模
和社会经济的增长，规划建设轨道交通是必要的。当年
3月，按照省委和市委要求，济南市公用事业管理局成
立了济南市轨道交通筹建处，着手轨道交通建设前期
工作。

2002年——— 六位院士论证地铁与保泉

又过了两年,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的六位院士就济南
市地铁建设与地下水保护问题做了专题研讨，研讨会最终
得出的结论是:出于“与城市功能区域、用地开发及环境生
态保护以及保护好泉脉等方面有机结合起来,应当慎重研
究”等诸多因素考虑,济南轨道交通工程搁置下来进行“充
分论证和规划”。

2009年——— 轨道办成立，保泉有了研究成果

2009年2月，济南市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工作领
导小组成立，由时任市长张建国亲自担任领导小组组
长。此后一年 ,济南轨道交通规划建设脚步明显加快。
2009年 ,济南启动“轨道交通对泉水影响研究”招标；
2010年3月 ,山东省地矿工程勘察院完成了《济南市轨

道交通建设对泉水影响研究报告》,只要避开泉水密集
区 ,济南完全可以修建地铁,不会影响泉脉。当年6月,济
南市与北京城建设计研究总院签订了济南市轨道交通
规划技术咨询合同,济南将实行地铁和轻轨相结合的模
式,客流量大的区域建地铁。

2011年——— 轨道交通规划完成

经过一些前期论证工作,2011年的济南市两会上传来
消息,济南轨道交通建设的规划已经完成,将采用地上与
地下地铁相结合的方式,时机成熟后就开始试验段建设。
当年又过了一段时间,济南市轨道办和市规划局传来消
息:《济南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已经通过专家的评审论
证,正等待相关部门批复。

2012年——— 轨道交通规划尽快报国家审批

2012年4月12日 ,在建设美丽泉城动员大会上 ,《全
市城市建设管理重点项目推进计划 ( 2 0 1 2年至2 0 1 3
年)》正式发布。根据计划安排 ,要做好轨道交通的前期
规划报批工作 ,推进机构为治理交通拥堵指挥部。济南
市常务副市长孙晓刚明确指出,要加快做好轨道交通建
设线网规划 ,尽快上报国家审批 ,力争完成一号线试验
段开工准备。

2013年——— 济南轨道交通正式启动

经过多年的论证和多方努力,2013年,济南终于启动
轨道交通建设。2013年3月28日,在济南市规划局举办的人
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集中面复会上,济南市规划局
市政规划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济南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
划、轨道交通控制性规划、轨道沿线用地控制规划等相关
配套规划正在编制完善中。2013年12月30日，济南市轨道
交通R1线建设正式启动。

2014年——— 试验段土建工程监理招标

2014年，R1线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各种招投标工作
密集展开。2014年3月，济南轨道交通R1线初步勘探正
式启动；10月31日 ,环保部下达了规划环评报告审查意
见 ,济南市的轨道交通规划正式通过环评；11月16日 ,
R1线试验段部分即池东站、前大彦站、园博园站以及三
站之间的两个区间启动土建工程监理招标，计划2016
年4月20日竣工。

2015年——— 前大彦打下第一桩，R1线动工

2015年1月初，济南轨道交通R1线启动试验段详
勘。当月26日，国家发改委公布《济南市城市轨道交通
近期建设规划（2015-2019年）》，轨交R1线、R2线一期
年内开工，R3线明年开工。3月6日，济南市市长杨鲁豫
表示，R1线将在年内动工。7月3日，在济南市委十届八
次会议上，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文涛表示，
轨道交通R1线本月即将开工。7月16日，前大彦打下了
第一桩，R1线正式破土动工，至此泉城百姓盼了20多年
的“地铁梦”实现。

本报记者 喻雯

“地铁梦”，
泉城百姓盼了20
多 年 终 于 实 现
了！这条长26 . 1
公里的地铁 R 1
线，从第一次萌
生这种想法到落
锤打下第一桩，
诞生成长的经历
真是反反复复，
一波多折。提出、
保泉、论证、研
究、辗转、纠结、
再 论 证 、再 研
究……地铁对于
700万泉城百姓
而言，早已不是
一种简单的交通
工具，它的诞生
也成了这座城市
发 展 进 步 的 见
证。

R1线途经9
站，分别是演马
庄西、济南西站、
大杨庄、王府庄、
赵营、大学城、园
博园、前大彦、池
东。其中，对沿线
的创新谷、园博
园、大学城等重
点区域都有很大
的拉动作用。

“11所高校坐落沿线，涉及20万
师生，其中有很多人才资源可以更
好地利用。”崮云湖街道办工作人员
赵先生说。最近北京一家全国顶尖
的设计公司就看中了工艺美院的设
计人才，想在长清设立分公司。“北
京人才成本高，大学城有很多性价
比更高的人才资源，在R1线的带动
下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发掘。”赵先生
说。

“对于不少老师和同学来说，进
了长清大学城，就好像进了一座孤
岛。我们盼着R1线尽快开通，让我
们也真正成为济南城里人。”山东师
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云兴华道出了
自己的“城轨梦”。

云兴华说，R1线试验段动工的
站点像园博园，大学城离得不远，除
了试验段外，像线路上的大学城站，
离他们就更近了，出门就能上地铁，
他感到很幸运。

云兴华住在市中区玉函路附
近，每次去长清大学城上课，都需要
先乘公交车到千佛山校区，再乘坐
学校班车去长清，来来回回最少也
要三个小时，很不方便。

“因为来回交通不方便，学生与
老师之间交流就少，学生远离老师，
校区远离市区。”云兴华说，城轨定
时、定点，交通便利特别适合这种城
郊远距离的出行。城轨开通之后，带
动的不仅仅是高校东西两个大学城
之间的交流，对长清融入市区，带动
省城西部发展都有极大利好。

“我的一个同事家就住在长清，
他早上坐车到长途汽车站，然后再
坐车到工作地点。一般六点半从家
里出门，七点半左右到。”山东大学
营销传播学专家王广伟介绍，如果
市里与长清间交通变快捷，高校间
的学术交流会更加便利。“如果未来
票价能便宜一点，甚至是有月票的
话，那就更好了。”云兴华说。

大学城：

人才学术交流更便捷

3创新谷：

北京往来的客户都很振奋

“创新谷定位就是吸引北上广的产业转移，R1线让更多北京客户为
之一振。”济南创新谷工作人员罗先生说。

创新谷是济南市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新载体。
罗先生说，R1线开通后从北京到西客站需要1 . 5个小时，从西客站

到创新谷只要十几分钟，大大缩短了路上的时间，能够吸引外地客商，也
能充分发挥高铁的优势。

罗先生介绍，长清发展缓慢与交通的不便利关系不小，轻轨经过
创新谷对其发展有决定性的作用，交通的便捷性得到体现，将来有了
R2、R3线贯穿，影响更大。届时员工上班也更便捷，不必单纯依靠公
交车或者班车。

“目前，客户来主要是走党杨路、刘长山路，路本身不错，但是开
车时间长，便捷程度相对较差。”罗先生说，交通便捷度直接影响了客
户量。据之前统计，创新谷一个月大概能吸引三四十家客户过来，其
中北京占到十几家。

罗先生说，比如已经入驻的清华紫光的老总来考察时，就看中了
这里到西客站开车只要20多分钟，觉得很便捷，这才把产业重点放在
了这里。“签约时还特别提到了R1线，随着R1线开通，交通会更加便
捷，对企业发展前景也有更美好的展望。”罗先生说。

对在这里工作的人来说，在济工作、在京安家也成为可能。罗先生介
绍，如果下午五点下班，买六点从西客站出发的高铁，到家约为八九点，
而且这一路上不堵，“在北京工作都未必有这么快捷”。

随着R1线开工建设，北京往来的客户都很振奋，想把一部分产
业放在这边，而且整体来讲，创新谷和R1线的发展在时间上将是并
行的。“创新谷将于2018年全面建成，区域人口20万以上，其中大部分
是北京等外地的人。”罗先生说。

1 园博园：

由观光景区向休闲旅游转型2
本报记者 刘雅菲

万 兵

“我知道长清有个园博园，也一直想去看看，可是我没有私家车，
坐车去的话太麻烦，光在路上来回就得折腾一天，没什么玩的时间
了。”对于市民古女士而言，园博园一直在她周末游目的地的备选名单
中，但一直没有成行。离市区远、交通不方便成为她去游玩最大的阻
碍。

济南国际园博园是第七届中国国际园林花卉博览会的园址,虽然
园内风景不错，但这几年来客流量一直不理想。2013年，园博园提升改
造项目开工建设，在保留原有传统展园风格的基础上，将部分园区改
造后，采用仿古建筑形式，形成一条2 . 2万余平方的仿古风情街。建好
的古建筑群大部分门店对外招商、出租，业态包括餐饮、酒吧、咖啡、茶
馆、住宿、售卖、文化艺术品展销等。但是，这一系列的改造，仍然无法
将大批的客人吸引到园中。

按照规划，轨道交通R1线将会路过长清的园博园，济南西城投资
开发集团董事长张伟认为，轨道交通建成后,到长清休闲的人会增多：

“随着园博园进一步改造提升和免费开放，乘轨道交通去长清过周末，
将会成为市民的一种选择，现在大家都到南部山区，以后会有部分出
游的市民分流到长清，拉动当地的经济。”

园博园的相关负责人也看到了这一利好：“R1线建成后，园
博园周边的楼盘入住率、人流量等也将大大增加。”该负责人介
绍，目前，园博园又在进行新一轮的改造，将适时推出大型游乐
场，包括水上乐园、陆地游乐场，这些项目预计2016年5月1日试
运营。宿营等特色住宿、篝火烧烤、蒙古包等特色项目都将吸引更
多的市民。此外，园博园计划承接各类生日会、同学会、户外婚礼、
婚纱摄影、垂钓、拓展训练等项目，实现由观光为核心向全面休闲
旅游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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