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李璇 组版：李璇

聚焦试点示范，打造交通强国山东示范区聊城样板

聊城加快形成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
记者 谢晓丽
通讯员 王之荣

全市交通固定资产投资

连续三年过百亿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的家乡
建成了三条高速，一条高铁，我回
家的路也越来越近。”在济南工作
的莘县人陈女士告诉记者，从济
南上高速后，沿着济聊高速、德上
高速、莘南高速一路驰骋，从莘县
南高速口下高速后，再走几公里
就直接开到了家门口；或者从济
南坐高铁，半个多小时直达莘县
站。说起家乡的变化，她深有感
触：不止自己回家的路近了很多，
家乡的蔬菜也以更快的速度搬上
了全国人民的餐桌。这些都源于
聊城交通发展的大提速。

“十三五”以来，聊城市委、市
政府提出了把聊城建设成为区域
性综合立体交通枢纽城市的目
标，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列为“新
时代兴聊十大工程”重要内容，聊
城市交通运输事业保持了高速、
高效、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势头。

目前，除了已经通车的济郑
高铁外，聊城境内还有京九铁路、
邯济铁路十字交会穿城而过。境
内有高速公路7条474公里，普通
国省道17条1184公里，农村公路
19789公里，中心城区至各县(市、
区)之间实现高速、干线公路“双
通道”。公路通车里程达21447公
里，列全省第五；公路密度达到每
百平方公里246公里，居全省首
位。

在“聚焦试点示范 打造交
通强国山东示范区聊城样板”新
闻发布会上，聊城市交通运输局
党组书记、局长韩德振介绍，今年
2月份，聊城市在全省率先召开加
快建设交通强国山东示范区聊城
样板动员大会，全力建设综合交
通基础设施、综合运输服务、融合
智慧绿色创新、行业现代治理“四
个样板”，以互联互通作为发展方
向，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制度
规则“软联通”，着力构建公铁联
动、互联互通、高效快捷的综合立
体交通网络，为全市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强有力的支
撑。

今年以来，聊城市交通运输
局坚决落实市委提出的“适度超
前、突出特色、示范引领”要求，全
力抓好高铁、高速、跨河桥梁等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截至11月底，全
市交通基础设施累计完成投资
123 . 5亿元，同比增长14 . 1%，提
前完成年度投资110亿元的计划
目标。实现全市交通固定资产投
资连续三年过百亿。

聊城未来将成为

中国重要高铁枢纽城市

一条高铁线，更新一座城。12
月8日，承载着600余万聊城人民
的期盼，济郑高铁正式开通，聊城
迈入“高铁时代”。“到郑州只要1
个多小时，去济南最快20多分钟，
依托郑州四通八达的高铁网，我
们可以达武汉、长沙、广州、深圳、
西安、成都、重庆等地，依托济南，

我们可以直达长江中下游，到达
上海、杭州等地。”济郑高铁开通
当天，不少市民纷纷到高铁站打
卡，继京九铁路通车后，聊城人也
盼来了属于自己的高铁。

济郑高铁是连接河南、山东
两省省会城市，沟通东部沿海地
区与中原、西部城市群重要纽带，
是助力鲁西崛起、中原振兴、推进
区域高质量发展、有效保护生态
环境的强力支撑。聊城是山东省
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聊城交通
运输实现高质量发展，将有力支
撑山东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提
升山东交通南北连接京津冀、长
三角，东西贯通黄河流域和东北
亚经济圈的枢纽地位，提升山东
交通在全国交通总体格局中的战
略位势。

聊城市铁路机场规划建设中
心主任崔庆芳介绍，济郑高铁全
长405公里，先期实施郑州东至濮
阳东，全长195公里，已于去年6月
20日建成通车，本期实施济南西
至濮阳东，全长210公里，山东段
全长168公里，聊城段全长115 . 3
公里。聊城境内新建茌平南站、聊
城西站、莘县站三个高铁站。聊城
西站站房规模50000平方米、茌平
南站、莘县站站房规模均为10000
平方米。

然而，对于聊城来说，济郑高
铁的开通只是一个开始。雄商高
铁预计2026年建成通车，正在规
划的聊邯长高铁向西联通中原、

关中等城市群，建成后将成为沟
通东、中、西部三大经济板块的

“黄金走廊”，聊城作为中西部资
源进入山东、山东产品和服务业
占领中西部市场的“桥头堡”地位
将更加凸显，聊城将成为“三条轨
道”交汇的中国重要高铁枢纽城
市。配套高速铁路、聊城机场以及
一批高速公路、跨黄通道建设，聊
城加快形成区域性综合交通枢
纽，带动聊城新的经济腾飞，为打
造山东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的西
部“战略支点”、绿色低碳高质量
发展的“两河明珠”城市创造新动
能。

届时，以聊城为轴点，将形成
27分钟到济南、60分钟到郑州、90
分钟到北京或青岛的交通新格
局。

“十四五”末力争

基本实现“县县双高速”

回顾聊城高速公路发展史，
1996年12月28日，聊城境内第一
条高速公路—济聊高速建成通
车，实现高速公路零的突破。2000
年，聊馆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再到
2005年，青银高速高唐段建成通
车。2012年6月18日，高邢高速(后
更名东吕高速)建成通车，是贯通
山东、河北以及山西的高速公路
省际大通道。2015年11月16日，德
上高速公路聊城至范县段建成通
车。该高速是聊城纵贯南北的第

一条高速通道，结束了莘县、阳谷
两个县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
2016年7月28日，德上高速公路聊
城至夏津段建成通车，聊城市南
北高速通道正式打通。2018年9月
28日，莘县至南乐高速公路建成
通车，完善了聊城南部县市交通
网络。2019年10月16日，青兰高速
东阿至聊城段项目正式通车。至
此，聊城8个县市区和3个市属开
发区全部通了高速路，实现了“县
县通高速”，正式迈进经济社会发
展的“全高速时代”。2020年12月
26日，高东高速建成通车，聊城市
的“田字形”高速公路网布局进一
步完善。

一直以来，高速公路都是城
市发展的强力“引擎”。2023年12
月25日，由山东高速集团投资建
设的济南至东阿高速公路齐河至
东阿段、济南至临清高速公路齐
河至临清段建设集中动员活动顺
利举行，标志着2个项目正式进入
建设阶段。继德州至高唐高速开
工后，聊城市完成2023年度3条高
速公路开工任务，与去年开工的
东阿至阳谷高速、德上高速临清
连接线工程一起，聊城呈现出5条
高速公路同时建设的空前局面，
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
交通力量。

目前，聊城正加快构建“两纵
七横一环”高速网络，力争“十四
五”末全市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
破600公里，基本实现“县县双高

速”，到那时，十多条高速穿行聊
城而过，将有效提升对外互联互
通水平。

聊城区域性综合立体

大交通体系愈发明显

打造交通强国山东示范区
聊城样板离不开互联互通的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2024年聊城还
将推进一大批交通重点项目，全
市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完成
100亿元，确保实现连续四年投
资完成过百亿。高铁方面：加快
推进完善济郑高铁聊城西站、茌
平南站、莘县站站前配套工程，
为高铁新区高质量发展做好服
务。全面加快雄商高铁建设，计
划2026年建成通车；高速公路方
面：2024年，加快推进东阿至阳
谷、德上高速公路临清高速连接
线、济南至东阿、济南至临清、德
州至高唐高速建设；跨河桥梁方
面：聊泰铁路黄河公铁桥公路部
分建成通车。G105京澳线东阿黄
河大桥加快推进前期工作；普通
国省道方面：2024年计划新开工
修复养护项目10项200余公里；
铁路及专用线方面：加快推进京
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外包工
程、信发集团物流基地专用铁路
改扩建工程、新建聊城冠州国际
陆港有限公司铁路专用线3条铁
路及专用线工程，力争2024年开
工建设；“四好农村路”方面：新
改建农村公路500公里。

放眼长期来看，聊城市交通
运输局也谋划了未来几年实施
的交通重点项目。高铁方面：积
极谋划推进聊城至泰安城际高
铁、聊邯长高铁2个项目；普铁及
专用线方面：积极推进鲁西化工
铁路专用线、聊城国际陆港专用
线工程等项目开工建设，远期谋
划推进聊泰铁路。高速公路方
面：谋划推进实施高唐至台前、
临清至濮阳、东阿至聊城、东阿
至梁山4条高速及济聊、青银2条
高速扩容项目和3个高速公路出
入口优化项目，力争到“十四五”
末，形成“两纵七横一环”高速路
网，全市高速公路建设及运营里
程突破600公里，基本实现“县县
双高速”；普通国省道方面：加快
推进G309和G240改线(机场快
速路)、S246聊位路、S248临观线
卫运河大桥等项目前期工作；内
河航运方面：京杭运河黄河以北
段已纳入国家航运布局规划，徒
骇河航道已纳入省综合立体交
通网规划，聊城市交通运输局积
极配合国家、省相关部门做好项
目有关研究工作。同时，聊城市
交通运输局积极推进聊城机场
建设。雄商高铁临清东站、阳谷
东站成功列入省“十四五”综合
交通运输中期调整重点项目库，
下一步将随雄商高铁同步建设。

远眺聊城，一条条道路见证
着聊城的成长轨迹；放眼未来，聊
城正加快形成区域性综合交通枢
纽。东融省会经济圈及胶东经济
圈、西接中原经济区、北依京津
冀、南连长三角、直通粤港澳大湾
区，未来的聊城，“高速成网、高铁
叠加、飞机起降”的区域性综合立
体大交通体系愈发明显。

12月8日上午，全市瞩目
的济郑高铁开通运营，聊城
正式迈入“高铁时代”；12月8
日下午，聊泰黄河公铁桥主
桥桥面全部铺设完成，项目
施工进入最后冲刺阶段；12
月25日，济南至东阿高速公
路齐河至东阿段、济南至临
清高速公路齐河至临清段
正式进入建设阶段，聊城实
现5条高速公路同时建设的
空前局面……时值岁末，一
批谋划多年的交通重点项
目加速落地，一批群众期盼
的交通民心工程捷报频传。
这是属于聊城交通运输事
业的高光时刻，也是属于聊
城人民的民生福祉。

12月8日，济郑高铁开通，聊城迈入高铁时代。

聊城加快构建“两纵七横一环”高速网络。李刚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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