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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废弃弃铁铁轨轨拆拆除除
到到底底卡卡在在哪哪儿儿
多为企业专线，产权方不点头拆不了

只只要要积积极极作作为为,,拆拆废废轨轨并并不不难难
本报记者 刘飞跃

城市因铁路而兴，这
些为济南发展出过力的铁
轨也将为城市的发展而让
路。记者梳理了近年来被
拆除的铁轨发现，只要相
关部门协调好，积极作为，
拆除废弃铁轨并非难事。

十几年前，阳光新路
北段有两处废弃铁轨，一
直影响着主干道通行，市
民反映强烈，也曾是数年
两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的讨论焦点。经过多个部
门长时间协调，最终得以
拆除。

2014年9月，工业南路与
奥体西路路口西侧的废弃
铁轨也被拆除，拆除的这段
铁路线属于济钢专用线。

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
机床二厂路铁路专线，曾
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城市
现代生活的象征。而随着
城市的发展，这条平交铁
路道口却成为交通瓶颈。
2013年8月，济南市多位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济
南市经信委、铁路、交警、
办事处等部门联合会诊这
一“交通老大难”，最终决
定将这一扰人的铁路道口
拆除。

张庄路西段有一条废
弃的铁路线，原是通往西
部一货场的专用铁路线。
后来由于货场进行调整，
该铁路线也基本废弃。2014
年，随着济南创卫工作的
展开，这段存在多年的废
弃铁路线也被彻底拆除。

铁路曾经为济南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随着城市的扩张，一些市区内的铁轨逐渐成了
“拦路虎”。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废弃铁轨是企业专线，若无企业点头，市政部门无权“动土”。而
且，铁轨涉及的产权单位，诸如济钢、二钢等，也因为企业发展不同，处理起来分外复杂。

山东政法学院东门废弃铁轨上的铁钉尚未拆除。

产权单位不同意
市政部门不敢动

“废弃铁轨既然不用了，又
这么阻碍交通，影响坏境，为何
没有部门来拆除呢？”齐鲁晚报
报道市区废弃铁轨成拦路虎
后，一些读者发出了疑问。

经常路过104国道铁轨的
驾驶员张师傅说，铁轨已经在
那里好多年了，很多同行都在
那里“遭过殃”，也多次打12345
反映过，但最后都是不了了之，
铁轨仍旧横卧在国道上。

为此，7月31日下午，记者
致电济南市市中区市政工程管
理局，该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国道上的铁轨不少都是企业专
用线，专线如果不用了，还需铁
路部门来处理。

“道路要是有坑，市政部门
可以修复，但是要动铁轨的话，
肯定要征得铁路部门的许可。”
上述工作人员表示，铁路安全
保护区的范围内，应该是铁路
部门负责管理。

对于市中区市政部门的说
法，济南市铁路局相关工作人
员表示，济南城区内不少铁轨
的产权属于企业，铁路部门仅
仅把火车运过去，铁路线的管
理、包括废弃都是产权单位自
己负责。

“修不修？拆不拆？产权单
位说了算，他们不想拆，其他部
门没办法，因为这是企业正常
的经营行为，企业自己决定。”
上述工作人员表示。另外铁路
线产权单位不属于企业，就属
于国家铁路部门，具体的政策
又不一样。

也有业内人士透露，因为
是企业专用线路，这带来的一
个问题就是，各企业使用铁轨
时间不确定，有时一年用一次，
有时几天用一次。有些铁路线
看起来已经废弃了，其实仍在
使用中，因此也不能贸然拆除。

所属企业情况各异
有的已倒闭或破产

铁路纵横相交代表着济南
过去辉煌的制造业，因为当时济
南城区尚小，一些厂区附近为了
便于运送货物，也设计了一些专
线铁轨。随着大批企业搬迁改造，
一些线路逐步废弃，横亘在主要
交通干道上，带来了安全隐患。

这些铁路专用线多修建
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经为
企业的运输立下汗马功劳，
也为济南的发展做出了极大
贡献。济南市铁路局相关工
作人员表示，之前一些市内
的企业为了搞运输，会规划
特定的线路，在这种情况下
就产生了企业专用线，这些
铁轨也是长期以来形成的，
有特定的历史原因。

那么这些铁轨所属的产权
单位有哪些呢？7月31日下午，针
对市民反映多次的历城区钢化
路两条废弃铁轨，该区鲍山街道
办事处城管科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铁轨不属于办事处，产权单
位是济南化肥厂。“之前找过化
肥厂，他们不让我们拆。说修可
以，但是不允许动铁轨，甚至连
提供枕木也不愿意。”上述工作
人员表示。

7月31日，记者查询到济南
化肥厂的联系方式，虽然电话
能够拨通，但是始终处于无人
接听状态。

而据记者了解，山东政法
学院东门以及奥体西路废弃铁
轨原来是二钢和济钢的煤铁专
线，后来二钢搬迁了，这段铁轨
也就废弃了。目前铁轨穿越丁
家庄和济南中央商务区，却从
奥体西路跑了出来，这到底该
如何处理？

有知情人士透露，政法学院
东门那部分对交通影响相对较
小，从中央商务区经过的部分估
计随着片区开发而会被拆除，但
是剩余的铁轨就很难说了。

记者了解到，不同企业
面临的情况也不一样，济钢
等企业面临搬迁，有些企业
早就破产或者倒闭，很多铁
轨 实 际 上 根 本 已 经 没 有 用
了，却没有单位主动去关心
废弃铁轨给周边老百姓出行
带来的影响。

路面修整后又被轧坏
拆除铁轨才能治本

废弃铁轨不仅影响周边交
通，按照记者的探访，凡是有废
弃铁轨之处，周边环境都不是
很好。当时这些铁路都是为郊
区的一些单位服务的，但是当
年的郊区成了现在的市区。很
多线路通车频率低，维修也不
及时，不少线路确实成了居民
眼中的“路障”。

其实，按照记者的探访，纵
然是市政部门下大力气对废弃
铁轨进行整修，但是其效果并
不是很好，可以解决一时问题，
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铁轨

“咬人啃车”的问题。
记者探访钢化路铁轨时发

现，有关部门又对铁轨附近的
路面进行了整修。当天整修的
是铁轨东侧，大坑已被填平，铁
轨基本上与路面平齐。铁轨西
侧整修工作尚未开始，坑内有
不少积水，来往车辆涉水而过。

而在今年6月8日，记者第一
次探访时，这段铁轨并没有整修。
彼时这段铁轨明显高于路面，下
方是二三十厘米的深坑，有些车
路过铁轨的时候注意减速，有的
则直接冲过去，车轮发出巨大的
声响，看上去非常危险。

附近村民侯先生说，钢化路
废弃铁轨出现大坑是几年前的
事情了，去年有关部门把路面修
整了一下，情况有所好转，但是
过了半年又恢复原状了。“关键
是要把铁轨拆除，这样整修以后
肯定还要被车辆轧坏，到时候坑
又要出来了。”一位路过的市民
说，不拆除铁轨而进行维修，确
实不是长久之计。

也有市民建议，如果铁轨
实在难以立即拆除，有关部门
可以在整修道路后派专人去维
护，并在显眼的位置安装警示
标志，提醒来往司机注意，减速
慢行或绕行。

文/片 本报记者 刘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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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人”的废铁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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