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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齐高铁空白
不断打开外联新通道

1月21日上午，黄河济南段，济滨高铁
济阳黄河大桥一派忙碌景象，施工人员正
为钢梁合龙做准备。作为区域联络线，济滨
高铁成为山东高铁向前赶超的缩影。

2023年年底，山东高铁“捷报频传”。
2023年12月8日，济郑高铁山东段建成，全
线通车运营；同日，莱荣高铁正式开通。12
月中下旬，连接省会经济圈与鲁南经济圈
的济枣高铁开工，为京沪高铁减压；潍宿高
铁在年底开工，京沪二通道山东段进入全
面建设阶段。

2018年，《山东省综合交通网中长期发
展规划(2018—2035)》发布，指出山东高铁
建设存在网络布局不够密等问题。随后，山
东高铁建设开始向前赶超。

“随着新线路增加，‘轨道上的山东’正
在逐步成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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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上的山东”不断发展，体
现为补齐高铁空白，北上南下、东联西串的
外联通道增多。

2023年12月，济郑高铁全线贯通后，聊
城结束不通高铁历史，鲁豫两省实现直联
直通。与济郑高铁同日通车的莱荣高铁，补
充了胶东经济圈轨道网络，为半岛高铁成
环成网打下基础。济枣高铁、潍宿高铁的开
工，为山东在纵向上送来新通道，北上南下
有了更多选择。

建成潍烟高铁
胶东半岛高铁成环

2024年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今
年建成潍烟高铁，高铁通车里程突破3000
公里。

“目前，潍烟高铁路基、桥梁、隧道、轨
道工程已完工。”1月22日，潍烟高铁项目现
场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项目主要工程
正在收尾，全线等待静态验收，联调联试提
上日程。

省人大代表、莱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陈
钢说，潍烟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主

通道中沿海高铁通道和山东省“四横六纵
三环”现代化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山东北部沿海地区对外客运交流的主要
通道。建成后，将结束莱州、招远两市不通
客运列车的历史。

据了解，潍烟高铁建成后，将形成环胶
东半岛的高铁大环，串联青岛、潍坊、烟台、
威海四市。

省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到，将推进津潍
高铁、潍宿高铁建设。张汝华表示，长期以
来，胶东地区南下长三角的线路只有青盐
铁路，该线时速200—250公里。沿海地区前
往京津冀的客流也多绕路济南，走京沪高
铁。津潍高铁、潍宿高铁在潍坊接轨后，形
成京沪二通道山东段，全线贯通后，胶东经
济圈在“家门口”就可高效率地北上南下。

推进济青高铁
“公交化”运营

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到，2023年山东重
大战略取得新进展，省级国土空间规划和
济南都市圈、青岛都市圈发展规划获批。

今年山东将更好地发挥山东半岛城市
群龙头作用，优化“一群两心三圈”区域发

展格局。
济南都市圈，以实施“强省会”战略为

牵引，抓好城际高铁等重大项目建设。青岛
都市圈，以实施“强龙头”战略为抓手，推进
交通等50个重大项目。

发挥济青高质量发展轴带作用，推进
济青高铁“公交化”运营，沿胶济铁路打造
科创走廊、世界级先进智造集聚带。

据了解，推进济青高铁“公交化”运营，
建设莱临高铁、济枣高铁等省内城际线路，
有利于形成“济南、青岛两心辐射，临枣济菏
一带相连”的一体化交通网，打造1小时通勤
圈，助力济南都市圈和青岛都市圈发展。

省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到，力争开工莱
临高铁。据了解，莱临高铁在钢城接上济枣
高铁后，将南下临沂，在山东版图上形成

“济莱临”高铁通道。

提速建设
交通强国示范区

山东省内通达度提高的同时，山东对
外联通能力也在提升。

横向上，济郑高铁全线贯通后，山东西
进中原的通道打开，沿海与内陆腹地有了

广阔合作空间。纵向上，正在建设的津潍高
铁、潍宿高铁等线以及规划的雄商高铁为
山东南下黄淮地区，通达长三角打开了新
通道。

“区域发展，交通先行。”省政协委员、
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战略规划研究所所
长刘德军表示，山东既是南北交通的重要
节点，也是黄河入海的关键通道，提速建设
交通强国示范区，有利于山东打通全国市
场，也符合国家发展的需要。

“四通八达的高铁网络，是形成区域统
一大市场，推动经济合作交流的必要条
件。”张汝华表示，山东半岛城市群不断加
强与省外各城市群、都市圈的联动，在连通
中寻找合作，促进经济进一步增长。

打造现代化
综合立体交通体系

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着力加快基础
设施建设，提速建设交通强国示范区，着力
打造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体系。

除高铁“冲关”外，今年，省内高速公路
通车里程将达到8600公里，开工临沂至徐
州等高速公路项目，抓好泰安至东平等34
个在建项目，建成临（临淄）临（临沂）高速
等项目。

山东今年将推动烟台机场二期开通运
营，加快济南机场二期、枣庄机场建设，完
成京杭运河主航道枣庄段整治工程，推动
小清河与莱州湾港口河海联运。

去年，近900年历史的小清河在断航26
年后，频频试航，现已具备航运条件。小清
河在试航中，与中欧班列接驳，实现铁水联
运。进行河海联运后，又通过专用船舶运输
千吨级大件前往海南，完成海河直达。今年
推动小清河与莱州湾港口河海联运，可进
一步培育陆海新通道的航运市场。

水运已成为山东优化交通运输结构，
推动动能转换的重要助力。

省人大代表、济宁能源发展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张广宇称，借助得天独厚的内
河航运资源优势，济宁正朝向“一带一路”
国际大通道枢纽节点全力进发。“建议把济
宁打造成为东西互济、南北互融、陆海统
筹、内外联动的区域综合交通运输枢纽、港
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城市。”张广宇说。

刘德军认为，山东省在基础设施建设
方面具有良好的基础，未来，要加强以高
速、高铁、航空为主体的综合立体交通体系
建设，还要强化市县辐射、优化路网衔接，
更好地实现区域间的协同发展。

“轨道上的山东”，加速向未来
今年高铁通车里程将突破3000公里，高速公路达到8600公里

今年的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到，2023年，山东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强力推进，“轨道
上的山东”加快建设，高铁运营里程达到2810公里、居全国第一位。高速公路运营里程突破
8400公里。小清河全线具备通航条件，内河货运量增长18 . 8%。

2024年，山东将着力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速建设交通强国示范区，着力打造现代化
综合立体交通体系。高铁通车里程突破3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860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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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清河已具备航运条件，计划开设班轮航线，山东陆海新通道航运不断拓展。 记者 于泊升 杜春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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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璐

“促进沂蒙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写入
了2024年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这让省人
大代表、山东秦池酒业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西玉玲感到振奋。

今年，西玉玲带来了关于进一步改善
沂蒙革命老区交通的建议，加快县域间城
际铁路规划建设。

为支持新时代沂蒙革命老区振兴发
展，让老区人民生活更加美好，此前山东省
政府印发的《关于新时代支持沂蒙革命老

区振兴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完善基础设
施网络，提出加快建设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西玉玲认为，加快县域间城际铁路规划
建设，有利于发挥沿线各地区位优势、资源
优势，对于扩大有效投资、保障改善民生、促
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临
朐县属于沂蒙革命老区，到青州高铁站和潍
坊高铁站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西玉玲建
议，加快潍坊市临朐县与临沂市沂水县、淄
博市沂源县等县之间的城际铁路规划建设，
改善沂蒙革命老区的交通条件，为当地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便利的交通条件。

省人大代表西玉玲：

加快县域间城际铁路规划建设
支持沂蒙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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