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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套六城！济南都市圈布设环形高铁
德商高铁今年将推动前期工作，尽快在北部画出“环形高铁”第一“弧”

记者 于泊升

2024年，济南将推动时速350
公里的德商高铁前期工作，尽快
在北部画出“环形高铁”第一

“弧”。时隔多年，“省会环”再次
推动，对济南提高枢纽地位有何
作用？对济南都市圈建设又有什
么实质意义？

鲁北将有新枢纽
德商高铁迎实质性推进

“‘泼天的富贵’到了商河头
上。”社交平台上，德商高铁热度
不减。在不少网友眼中，德商高
铁与正在建设的济滨高铁，可让
商河县成为济南北部“桥头堡”，
形成新区域枢纽。

有网友认为，商河是济南最北
部下辖县，处于济南、德州、滨州三
市交会地带，距济南城区85公里，
距德州城区80公里，距滨州城区90
公里左右，地理位置重要，却在很
长时间内没有高铁通过。

记者发现，山东进入高铁时
代后，北部地区一直缺少线网支
撑，济郑高铁通车后，滨州城区、
东营成了为数不多没有通高铁
的区域。在济南，高铁客站集中
在黄河以南，黄河以北缺乏高铁
配套。在黄河重大国家战略不断
推进的今天，黄河以北的广大区
域补齐高铁配套显得尤为重要。

济滨高铁开工建设后，济南
黄河以北迎来新动脉。

“商河高铁从无到有，大步
迈向双高铁时代。”济南市民王
德志经常在商河、德州等地跑业
务，德商高铁可让济南与鲁北各
市及各区县连线成面。

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铁路
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德商高速铁
路连接德州市与济南商河县，途经
德州市陵城区和德州市临邑县，正
线长74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按
照规划，德商高铁将设4座车站，包
括德州东站、陵城站、临邑站、商河
南站，其中，德州东站、陵城站为既
有车站，将进行改建；临邑站是新
建车站，商河南站是济滨高铁的新

建车站。
梳理发现，德商高铁在2020年

就有动向，并在年内完成可行性研
究和设计招标等工作，网友将这一
年称为德商高铁的“元年”。

2020年5月，德商高铁可行性
研究评审会召开；6月，济南市城乡
交通运输局发布《新建德州至商河
铁路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工作公
示》；6月底，德商高铁工程项目进
行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公示，征求意
见；7月，德商高铁进行勘察设计招
标、施工图审核招标；9月中旬，项
目完成可研评审、定测、初步审查
设计以及施工图审查。

“2024年，我们将谋划推动
德商高铁建设。”济南市城乡交
通运输局铁路处工作人员称，明
年，德商高铁将有实质性进展。

给“米字”套个“环”
“绕城高铁”呼之欲出

德商高铁全长不足百公里，
从地图上看“偏居一隅”，却在路
网中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在德商高铁西侧，德州东站
已有京沪高铁、石济客专通过，

这为德商高铁接入全国铁路网
打下基础；在东侧，正在建设的
商河南站是济滨高铁中间站，通
过该线，德商高铁既可以接入济
南枢纽，又可以在滨州与正在建
设的京沪二通道津潍段“联动”。

“如此一来，德商高铁东联
西串，在济南北部拉起一道弧。”
山东大学齐鲁交通学院副教授、
山东大学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
心主任张汝华认为，德商高铁最
终“使命”是完成济南的环形高
铁通道，它是省会“高铁环”北环
段的重要组成。

“省会环”之前就有规划，即
在济南外围布设一条环形高铁，
也被称为济南的“绕城高铁”。近
年来，射线状的济南“米字型”高
铁不断推进，这条环线逐渐在媒
体与公众视野“消失”。

直至2023年11月，《山东省综
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2023—
2035年)》发布，“省会环”再次出
现。《纲要》提到，山东将以济南
为核心，布局“一环十一射”高速
铁路布局，省会与周边城市实现

“高铁双通道”。“十一射”指的是
以济南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射线

高铁，也就是正在收尾的“米字
型”高铁。包括京沪高铁北段、石
济客专、济滨高铁、胶济客专和
济青高铁、济莱高铁、济枣高铁、
京沪高铁南段、济济高铁、济郑
高铁、济南至邢台铁路。

“一环”指的是“省会环”，以
德商铁路—济滨高铁商河至滨
州段—滨淄至济南(莱芜)铁路—
济南莱芜至泰聊铁路(规划中的
鲁中高铁)—聊城至德州铁路形
成闭环，相当于给济南在版图上
画的“米字”套上一个“环”。

六城衔接成网
形成3万亿地区“大环”

记者梳理发现，济南布设环
形高铁并不是个例，国内不少省
份及城市已有先例。

海南“环岛高铁”通车运营多
年，串起海口、三亚、文昌、东方等
城市，设置近30座车站。高铁绕海
一周，为海南旅游提供了澎湃动
力，各点位也能实现高效联动。

像海南一样的环形高铁，山
东省也有。知名的G5567次动车
组列车，沿京沪高铁、鲁南高铁、
济青高铁、青盐铁路，在山东省
内跑出一个串联省会、胶东、鲁
南三大经济圈的“齐鲁环线”。

济南“省会环”与这两条环
线有相同，也有不同。环岛高铁
的核心城市都在“圈上”，而“省
会环”的核心在“圈内”。以济南
为中心，通过“米字型”高铁向外
放射，在射线的各主要节点拉起
一条环线，串起“米字型”高铁。

“类似于中心城市的高速路、快
速路布局。”张汝华说，很多大城
市都有射线高速公路，并在外围
布设绕城高速，衔接成网，提高
通达度。

济南“省会环”与重庆市、贵
州省贵阳市的环形城际网更像。

张汝华认为，和重庆、贵阳
相同，济南的“省会环”也能将周
边城市紧紧串联。该线将形成德
州到商河、商河到滨州、滨州到
淄博、淄博到莱芜、莱芜到泰安、
泰安到聊城，最终再到德州的环

线，直接串起5座城市。环线内有
万亿城市济南，还有淄博等工业
重镇以及热门旅游城市泰安，覆
盖范围内GDP近3万亿元。“省会
环”还可间接通过济滨高铁、津
潍高铁影响带动东营，覆盖整个
省会经济圈，“是‘绕城’高铁，也
是绕‘经济圈’高铁。”张汝华说。

济南都市圈
将实现“半小时通勤”

高铁衔接成网后，区域内通
勤时间将不断压缩。

“350”高铁是最近常被提及
的概念，即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
铁通道。济南“省会环”组成线路
设计时速基本都在350公里，与德
州、聊城、泰安、淄博、滨州点对
点通勤时间控制在40分钟左右
(按设计时速计算)。《山东省综合
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2023—
2035年)》提到“123”客运通达网
建设，指出济南与周边城市通勤
时间要控制在1小时内。“米字
型”高铁及“省会环”建成后，济
南将“超额”完成任务。

济南正在积极筹备都市圈建
设，“省会环”将为其再添助力。

有观点认为，都市圈的发
展，离不开快速交通网支撑，都
市圈建设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是圈内城市通勤时间。补齐基础
设施配套，才能通过快速交通形
成后发优势。

济南地处京沪黄金节点，北部
是京津冀城市群，南部是长三角，
西部是正在崛起的中原城市群，东
部是同属山东半岛城市群的胶东
经济圈，在各大国家级城市群之
间，济南机遇与挑战并存。

“在区域合作竞争中，济南
推进德商高铁建设，在北部画出

‘省会环’第一弧，快人一步。”张
汝华说，交通优势带来的经济效
益是呈“平方式”增长的，作为黄
河流域中心城市，沿黄九省区对
外开放的龙头，通过完备的高铁
网，济南可进一步巩固枢纽地
位，增强辐射能力，从而增加城
市在区域竞争合作中的话语权。

济郑高铁接入全国高铁网，聊城西站新增到达城市16个

高铁朋友圈再扩容，聊城如何谋划这盘棋
记者 谢晓丽

1月10日，济郑高铁正式编
入全国铁路网运行计划，济郑高
铁聊城首发北京、上海列车开通运
行，聊城进京赴沪实现一票直达。
在济郑高铁全线贯通“满月”之际，
聊城高铁“朋友圈”再扩容。调图
后，聊城车务段增开16对列车，
济郑高铁在聊城办客业务列车达
到26对，实现了与北京、上海、广
州、重庆等大城市的高铁直通。

调图后，聊城高铁站
新增多个到达城市

2023年12月8日，济郑高铁

全线开通，聊城正式迈入“高铁时
代”。济郑高铁聊城西站副站长王
玉美介绍，聊城西站是济郑高铁山
东段新建最大站，自开通运营以
来，累计发送旅客8万多人次。

1月10日，济郑高铁正式编入
全国铁路网运行计划。本次调图，
聊城西站将开行旅客列车始发7
列，分别为：6:35，聊城西到北京南；
7:00，聊城西到秦皇岛；11:35，聊城
西到上海虹桥；14:01，聊城西到临
沂北；19:23，聊城西到烟台。另外两
列始发聊城西到济南西。

除始发7列外，经停本站的旅
客列车还有40列，向北可达沈阳、
秦皇岛，向南向西可到广州、武汉、
襄阳、成都、西安、贵阳、重庆、兰州

等市。东部沿海省内城市，青岛到
发列车5对，烟台到发列车5对，威
海荣成方向到发列车5对。

目前，聊城西站新增到达城
市：北京、秦皇岛、沈阳、西安、兰州、
广州、贵阳、武汉、长沙、重庆、成都、
上海、襄阳、威海、荣成、烟台。

茌平南站新增到达城市：沈
阳、西安、北京、武汉、上海、南宁、
成都、临沂、威海、烟台。

莘县站新增到达城市：北京、
青岛、武汉、威海、烟台、广州、贵
阳、成都、西安。

届时，从聊城到沈阳最快6
小时38分可达；从聊城到西安最
快3小时18分可达；从聊城到兰
州最快6小时25分可达；从聊城

到广州最快9小时44分可达；从
聊城到上海最快6小时12分可
达；从聊城到长沙最快6小时29
分可达；从聊城到重庆最快6小
时15分可达；从聊城到贵阳最快
10小时5分可达。“预测调图后，
聊城西站日均客流将增至6000
至7000人次。”王玉美介绍。

融入快速通达版图
需谋划更多轨交线路

山东大学交通规划设计研究
中心主任、山东大学齐鲁交通学
院交通工程系副教授张汝华表
示，“新图实施后，聊城直达京津
冀、长三角、成渝等地区，融入快

速通达版图。”张汝华说，随着未
来雄商高铁的建成通车，还会有
更多高铁站出现在聊城，对地区
的带动作用会逐渐显现。

影响力上来了，接下来该如
何谋划这盘棋？“国家已进入轨道
交通大发展的时期，除了高铁线
路外，聊城应考虑谋划更多轨道
交通线路接进来，方便走得出去，
引得进来，用现代化的快速流通
助推经济社会的发展。”张汝华建
议，聊城的高铁新区，尤其是几大
高铁站周边半径，要做好规划，引
进一些好的项目，充分发挥高铁站
的集聚力、影响力、辐射力；同时，
要发展公共交通，开通更多线路，
放大高铁站的影响带动作用。

“省会环”以济南为核心，将周边城市紧紧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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