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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观察

“绿波带”

能给主干道解围吗？

4月28日早晨7点，赵景春准时
来到工作单位——— 济南市交警支
队，在食堂匆匆吃了早饭，换上警
服，喊上两名同事张元顺、王吉峰，
迅速下楼，坐上警车直奔经十东路。

他们的工作是信号配时调研。
从燕山立交桥东口开始，王吉峰
用力按下手里的秒表。由此往东，
每到一个十字路口，红灯亮起时，
他都望向窗外，眼光延伸至每个
方向车尾的尽头，转瞬绿灯亮起，
他低头察看秒表上飞速变化的数
字。

“洪山路——— 转山西路，68秒。”
王吉峰在笔记本上快速记下。在三
人驱车驶过的经十东路上，从一个
路口到下一个路口，都必须记下通
过这段路时的精确时间。“要最大限
度地保证，车辆在到达下一路口前，
绿灯能及时亮起。”赵景春说，这就
是渐渐被人熟知的“绿波带”。

今年3月，济南市主干道工业北
路实现了“绿波带”。这条“绿波带”，
是赵景春和同事花了近半年时间设
计出来的——— 根据路口的间距，按
设计时速行驶，充分预计车流到下
一个路口的时间,以确保该车流到
达每个路口时正好遇到绿灯。这样
的“绿波带”，目前已经在济南市的
24条主干道上实施了。

“在城市主干道上普及‘绿波
带’，就是能让主干道上的车跑起
来。”赵景春说，“绿波带”在平峰
时效果明显，能减少停车次数和

停车延误，但车流量一旦接近饱
和就不管用了。

从燕山立交桥东口开始，东行
至邢村立交桥，共计12 .7公里、11个
路口。为此，赵景春他们必须赶在早
上7点半之前出发，9点之前完成至
少两个来回。这样的工作节奏，至少
要保持三个月。

赵景春是济南市交警支队信号
研究室的负责人。在他看来，一个路
口的拥堵，可能会因为绿灯多延长
一秒迎刃而解。“一辆车正常通过路
口的平均时间为2 .1秒，以经十路双
向十车道为例，东西方向多放行
2 . 1秒，那么就会有10辆车通过路
口，交通压车自然就减轻了。”赵

景春打了个比方。
5月14日，经过三个月调研，经

十东路信号灯配时最新方案实
施。结果表明，在平峰期，从洪山
路到邢村立交桥最多一次停车，
就可以到达目的地。

“一个信号灯红绿灯的秒数设
计不好，整个路段就有拥堵甚至
瘫痪的可能，我的工作压力大，也
是因为这个。”赵景春说。从今年3
月“治堵”纳入济南市新一届党委
政府决策到现在，赵景春和同事
手机24小时不敢关机，“别管白天
多忙、晚上多困，半夜信号灯坏
了，也要爬起来去修。”王吉峰说。

职业的焦灼不止来自行政指
令，更多的是来自社会压力。“路顺
了，大家感觉理所当然；万一不顺，
就有人骂路骂信号灯了。”赵景春
说。

14日当天，经十路的情况和
往常没有任何不同。这条马路早
在8年前拓宽改造建成通车时，路
上的车还不多，如今这条双向十
车道、被称为“全国最长城市主干
道”的道路已显露疲态。

经十路的拥堵只是一个缩
影。这几年，国内大城市主干道越
修越宽，2009年，厦门最宽的道路
翔安大道建成通车，主道和辅道
双向12车道。2010年披露的兰州
新区规划中，主干道最宽处达到
了156米。

“最早这条路还是双向四车道，
根本不挤。现在经十路上最长的绿
灯达到90秒，能放近百辆车。”济南
交警支队千佛山中队中队长谈小靖
多年来一直在经十路指挥交通，从
最初的双向四车道，到现在的双向
十车道，路越拓越宽，可也越来越
堵。

济南市民台应新曾查过济南公
交网站,每天在经十路上往返的公
交车就有50多个线路,每个线路平
均每10分钟发一班车,每天运营按
15个小时计算,那就是4500次(单向
行驶)以上。“再加上通向济钢和高
新区的班车、校车、私家车,一条经
十路,很难容得下处于上下班高峰
期的滚滚车流，让医生形容,就是

‘肠梗阻’；让水暖工形容,就是‘管
道堵塞’。”

堵不起，躲得起吗？

经十路这条原本存在了半个多
世纪的道路，历经数次改造。2005
年，经十路道路及环境建设工程被
评为“山东省市政金杯示范工程”，
这是山东省市政工程的最高奖。然
而，七年之后，这条宽阔的主干道就
被急剧增长的车辆塞满。

这样的增速，已远远超出老济
南人的想象。佛山苑小区坐落在济
南市的黄金地段，居民张峰在这里
住了十多年。“原先骑自行车半小时
的路，现在开车40分钟到不了。”张
峰说，就连出门买菜也要在车流中
左躲右闪。

十几年前，张峰从朝山街去纬
三路上班骑自行车花30分钟，后来
有了摩托车，也就15分钟。2008年他

买了汽车，但因为银座商城、泉城广
场、恒隆广场等周边商圈的发展，泺
源大街一度拥堵严重，有时甚至比
骑自行车还慢。

“堵不起，我躲得起。”张峰卖掉
房子，在旅游路重新购置房产。

与张峰有相同经历的是，临沂
人王展山在青岛流亭机场附近一家
企业工作七年，最终在城阳区买了
房子，看重的是这里交通便利。但是
七年过去，这个建了不过18年的城
区，主干道、转盘路、岔路口和交通
枢纽地段也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拥
堵。

来自青岛市交警部门的统计数
据显示，目前青岛市中心城区道路
平均车速为21 .7公里/小时，交通高
峰时，香港中路、莱阳路、山东路、福
州路等道路车速仅有10公里/小时
左右，“比自行车快不了多少”。

“这是城市发展必经的阵痛。”
济南市交警支队历城大队副大队长
李连忠认为，中国人多，经济发展又
快，车多路少的矛盾迟早会出现。现
在这个阶段，就是阵痛期。

种种数据支撑着李连忠的观
点。截至今年4月，青岛市机动车保
有量突破180万，驾驶员达200余万
人；截止到2011年底,济南市机动车
保有量已达130余万，其中私家车79
万辆。从2007年到2011年五年间,汽
车保有量从46万辆猛增至93万辆，
而私家车的年均增长达到30%以
上。

一位交通专家给了个形象的
说法——— 多年来，济南市的机动
车保有量以每年十几万辆的速度
增长，按照每辆车4米车身计算，
需要的道路长度约为640公里，这
比济南到北京的距离还要长。

此前，一位中央部委官员来
济南调研时说，按照目前的机动
车增长速度，到2030年，中国的机
动车数量将超过4亿，“石油从哪
里来？停车场又从哪里来？”

山东省交警总队统计，截至
今年一季度，全省机动车保有量
已突破2192万辆，继续在全国领
跑。而过去一年新增道路通车里
程只有4000公里，其中绝大部分
是高速路，城区道路很少。

“目前，县级市都开始堵了。”
省交警总队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秩
序支队支队长张成远说，在招远、
栖霞、滕州这样的县级市，早晚高
峰都开始堵车了，人车混行现象
进一步加重。

“这是整座城的博弈。”济南市
交警支队交通处交通规划研究室
副主任田云强说，拥堵折射出的
问题，最终在人、车、路三者的矛
盾中展现，但是城市规划、路网结
构以及人们对出行工具的选择，
成为最终缓解拥堵、寻找各方平
衡点的决定性条件。

思考这些问题是田云强的
“必修课”。几乎每天，包括双休
日，田云强都以随时待命的姿态，
等候每一次规模不等的“治堵讨
论会”的召唤；或者拿着密密麻麻
标注各种颜色线条和数字的图
纸，奔波在若干条等待调整的马

路上。

哪个不管都不行

哪个部门全管也管不了

如今，作为贯穿济南市东西交
通的主干道，作为2013年“十艺节”
的主要运输通道，经十路亟待再次
变身，对于经十路的改造计划将很
快启动。

城市居民和媒体对于交通问题
的质疑，不仅仅止于经十路。“我工
作十多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期，
关于交通管理的宣传报道占了那么
多报纸的版面。”济南市交警支队宣
传处一位人士感慨道。

前一段时间，济南市历山路南
段一段BRT护栏被拆除。历山路全
段护栏存在不过两三年时间，此次

“试验性拆除”再次引发热议，“拆”
与“不拆”的观点激烈碰撞。

抛除人为因素，这座城市在不
断发展的节奏中仍然存在顽疾———
因诸多建筑的崛起，使城市道路多
了“断头路”和“瓶颈路”。

在道路资源已无力增加的背景
下，交警部门着力于内部挖潜，于
是，打通“断头路”、打造“微循环”的
构想一次次被提出并付诸实践。

田云强、赵景春就具体负责
这样的“内部挖潜”——— 针对每一
条具体的道路、每一组信号灯进
行调研并调整。“这些措施只能算
修修补补的小手术，并不能祛除
病根。”赵景春说。

和济南不同的是，青岛旅游业
的发展为城市交通带来的负荷将
持续存在。去年，针对旅游业火爆
带来的交通拥堵问题，青岛市旅
游局要求各旅行社安排行程时，
对热点景区采取错时安排。今年

“五一”前，青岛前海一线干脆限
行旅游大巴，但随之带来的是“五
一”期间客流量减少。交警部门认
为“效果有目共睹”的这一举措，
却在旅游业界引发了争议。

“治堵，不是哪个部门拿出哪个
举措，就能一蹴而就。”田云强说，每
天，济南有百余所小学或幼儿园门
前家长开车接送孩子；主次干道有
数百辆机动车抛锚；有数千家路边
汽车洗车店、汽车修理部占用道路；
数千家沿街商店或数百处马路市场
占用便道、行人通道甚至道路等交
通设施；每天有数百个粗放式施工
点；每天有数千辆汽车随意变换车
道、掉头或左拐；每天无数次行人和
非机动车违法通行；每天有数千车
次违法占道停车；每天有数百起轻
微事故车没及时撤离……缓解拥
堵，哪个不管都不行，但不是哪个部
门就能全管得了的，以上情形,不能
完全寄望于交通建设或交通管理工
程，只能用社会工程的办法解决。

“很多时候，我们在交通管理
工作中把功夫花在了部门间的协调
上。”一名参与济南城市交通管理的
工作人员这样表示。据了解，一个涵
盖了交通管理设施从规划到建设、
验收，再到交接和管理的整个流程
的办法，早在2010年就已经起草完
毕，但目前尚未有明确说法。

“堵城”突围

去年8月，青岛

市将解决交通拥堵

作为“最迫切的民生

问题”提上议程。今

年3月，济南市城区

交通拥堵治理工作

全面启动，济南、青

岛这两个山东副省

级城市，试图在冗长

的车水马龙中寻找

良方。

机动车的暴增

与道路资源的捉襟

见肘，二者的对峙情

势日趋凸显。“拥堵”

的背后，是一场盘根

错节的博弈。

▲赵景春（中）和同
事在经十路早高峰时调
研。 董钊 摄

治堵，这是整座城的博弈
本报记者 董钊 实习生 袁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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