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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期收费再一再 二又再三，啥时能停？
回里收费站1993年批准设立，原定于1999年撤销； 是否会继续延期，如今还不得而知
统筹 苗华茂 本报记者 孙芳芳 齐金钊

提起回里收费站，相信大家都不陌生，每当路过这儿，您或许都要重复那
个不情愿的动作——— 交过路费。

回里收费站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把守着烟台的“南大门”，是通往桃村、
海阳、莱阳等地的必经之地。从1993年设立至今，延期收费三次，按照相关规
定将在今年年底服役期满，但是否会继续延期还不得而知。

为躲避收费站，不少车辆选择从村路绕行，但仍躲不掉交钱的命运。近日
本报多次接到读者打来的热线电话，称回里收费站附近村庄有人设卡收费。

为躲收费站车辆村中过，不料村里也设卡
近日记者来到回里收

费站，在收费站北面约200
米的地方，有一条进入东
回里村的小路。这条小路
只有三四米宽，然而每天
却有数量可观的轿车取道
于此，为的就是绕过回里
收费站，节省每次十元的

道路通行费。
“如果不走村里的话，

一个月下来光过路费就要
花近百元。”在这个路口，
记者遇到了正要开车绕道
的市民刘先生，每个月都
要从这里过好几次。

沿着这条小路，很快

就能进入东回里村，村内
的主干道是水泥硬化路
面，道路很窄，勉强能容纳
两辆小轿车并排通行。

在村头，记者看到了读
者提到的村民自设的“关
卡”：一根2米左右长的大木
头往路中心一放，便开始对

过往车辆收费。收费标准也
十分模糊，有时要5块，讨价
还价后给个三块两块也行。

据记者观察，并不是所
有通行的车辆都交费。“有
的说是来村里找亲戚的，还
有的特别凶，能不惹就不惹
了。”一个收费的村民说。

收费站这道坎挡住了投资企业
沿204国道从市区一

路南行，很快会看见写有
“回里收费站”的大牌子，
它在此已经伫立了近二
十年，几乎成了回里镇的
地标，不过镇上的人对它
却没有多少感情，甚至还
充满了无奈与怨言。

“收费站设在这里，
就像卡在回里人嗓子眼

的一根刺，难受啊。”谈及
收费站，回里镇政府分管
旅游的一位负责人倒了
不少苦水。

据他介绍，作为204
国道回里收费站的驻地，
回里镇的招商、旅游因这
个关卡受到不小的影响。

这位负责人以回里
镇开展的特色采摘活动

给记者举了例子。“采摘
才花多少钱？来回过收费
站的钱把很多市民都挡
在了镇外。”这位负责人
介绍，回里现在有200多
亩的樱桃采摘园，每年的
总产值接近千万，每年都
有很多市民慕名欲来，但
最后总有相当一批市民
因为收费站而放弃了采

摘计划。
“樱桃采摘我们镇上

还能通过与收费站协商
的方式，取消一部分团体
采摘市民的过路费。”这
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但很
多想要来搞投资做项目
的企业都没能迈过收费
站这道“坎”，带来的影响
是不可估量的。

桃村一企业一年的过路费就要10多万
收费站不光是回里居

民的一块“心病”，对有“胶
东重镇”称号的桃村镇，影
响也极为明显。

桃村镇政府办公室主
任张国清说，随着烟台城
市建设步伐加快，桃村作
为重要卫星城和胶东果品
集散中心的地位日渐凸
显，在这样的背景下，回里

收费站已经成为阻碍桃村
继续发展的一大障碍。

张国清说，204国道是
连接烟台市区和桃村镇的
唯一一条交通干道，回里
收费站恰好“锁”住了这条
通道，给镇上的许多企业
都增加不少的运营负担。

“别扭，太别扭了。”李
永杰是烟台鸿庆包装有限

公司的老总，他的企业位
于桃村东部工业园内，对
回里收费站的存在，李永
杰连说了两个“别扭”。他
告诉记者，烟台西南部区
域拥有机场、铁路、公路、
港口和完善的基础设施，
是高端产业聚集区及重要
的现代物流中心，收费站
设在这个区域的中心，让

企业感觉十分不便。
“公司每年光花在回

里收费站上的过路费就
有10余万元，很多员工的
家还在市区，也是一笔不
小费用。”李永杰说，公司
的多数业务都要到市区
办理，每天来来回回过收
费站，既浪费时间，又增
加了额外成本。

4名人大代表省两会上建议撤销回里收费站

设立收费站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在今年的省两会上，

山东全杰皮革研究所所
长、党支部书记、烟台大
学教授王全杰等4位省人
大代表曾提出建议，撤销
2 0 4 国道烟台回里收费
站。19日上午，记者再次
联系到王全杰。

“收费站的存在对大
烟台建设的不利影响已
经越来越明显。”王全杰
告诉记者，回里收费站已
经存在了近20年之久，曾
经对当地财政收入的增
长做出了一定贡献，但随

着烟台经济的发展，其产
生的负面影响已远远超
越了其财政贡献。

“烟台的各个县市
区之间应该加强沟通，取
消公路收费很关键。”王
全杰认为，回里收费站是
烟台市区的“南大门”，是
市区来往桃村、海阳、莱
阳等地的必经之路。而收
费站的存在很大程度上
阻碍了烟台市区与各县
市区之间的经济往来。

“ 收 费 站 就 像 一 个
‘关卡’，把整个城市给隔

开了。”王全杰认为，烟台
市政府提出了构建“一极
领先，多极崛起”的发展
格 局 ，东 部 发 挥 带 头 作
用，打造西部增长极和南
部增长极。而有回里收费
站在这里隔着，不利于烟
台一体化建设和发展。

另外，王全杰认为回
里收费站在很大程度上
也影响了桃村镇作为烟
台市卫星城的建设。“桃
村紧挨烟台市区，是著名
的烟台重镇，其定位是烟
台的卫星城和果品集散

中心，然而回里收费站的
存在明显阻碍桃村的发
展。”

“烟台西南部区域是
高端产业聚集区及重要
的现代物流中心，收费站
正处于该区域的中心，成
为‘城中关卡’。”王全杰
认为，回里收费站给烟台
城市规模的扩张带来了
很大障碍，给工业、物流
园区的企业和周边的市
民增加了额外负担，收费
站所得的财政收入远远
低于损失的经济机会。

回里收费站服役19年 已延期收费三次

2002年，省政府以鲁政
字〔2002〕281号文件批复同
意设置黄务收费站。收费起
止日期为2002年12月1日至
2012年11月30日。

自设立之日起，黄务收
费站就不断受到各方责难，
连续3年烟台市的“两会”上
黄务收费站都会成为提案的
焦点。提过此议案的烟台市
政协委员王全杰告诉记者自
收费站建立之日起，每届人
大、政协几乎都有人反映。

据了解，2005年，有关取

消黄务收费站的提案还被
政协列为主席重点督办提
案。由于严重影响烟台各区
的交流和流通，收费站一度
被当地人戏谑为“一站飞架
南北，通途变天堑”。

经山东省公路局、山东省
交通厅批准，黄务收费站于2010

年11月30日起提前停止收费，至
此，该收费站的去留终于有了
明确答案。停止收费后，除
大大分担市区道路特别是
红旗路的交通压力外，还加
快了各个区的交汇融合。

格链接：

黄务收费站终于被叫停

1993年，根据国家“贷款修路，收费
还贷”的政策，经省政府鲁政字〔2003〕43

号文件批准设立了回里收费站。

回里收费站的负责人介绍说，收费站设置
后原定于1999年撤销，后来由于修路贷款一直
未能还上，先后几次延期，按照相关规定，回里
收费站将在今年年底服役期满，但是否还会继
续延期尚不得而知。

第一次延期：从1999年延至2002年
第二次延期：从2002年延至2007年
第三次延期：从2007年延至2012年

收费标准：回里收费站的收费标准按车型大小
从10元到30元不等。据回里收费站的负责人介绍：

“收费站日通行车次在一两万左右，除去部分享受政
策优惠的车辆，比如说运送鲜活农产品的，每天平均
收取通行费在七八万元左右。”

网友质疑：“作为回里在外工作的人，
每次回趟老家还要收费，一去一回就得20

元，本来一周回家一次，现在只能一个月
回家一次。”“回里收费站已经这么多年
了，贷款还没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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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站的大牌子上写着“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字样。
本报记者 齐金钊 摄

回里收费站把守着烟台的“南大门”，是通往桃村、海阳、莱阳等地
的必经之地。本报记者 齐金钊 摄

一番协商后，村民正在放行过往的车辆。本报记者
齐金钊 摄

回趟家，来回要多花20元
“回家每次来回就是

2 0元，时间长了受不了
啊。”家住黄务附近的邹
先生的老丈人家住桃村，
媳妇是家里的独生女，为
了照顾老人，他们每个月
都要回老丈人家探望，而
回里收费站是他们回家
的必经之地。“按一个月

回两次来算，一个月回家
的成本无形中增加了40
块。

积少成多，邹先生觉
得有些受不了了。为此他
和媳妇想了不少办法。

“有朋友介绍说跟在大车
后面直接闯过去就行。”
但考虑到这样有很大的

危险性，邹先生从来没有
尝试过。

再后来听说从村子
里有条小路能绕过收费
站，邹先生一家从此每月
回老丈人家时改走村里
的小路。“村子里的路虽
然窄，但是绕个圈就能省
去10块钱，大家也都愿意

绕。”邹先生也将发现的
这条省钱捷径告诉了其
他朋友。

但从村里绕路也会
出现不少麻烦，现在村里
的路也要收费。不过考虑
到村里的收费要比收费
站低不少，他还是选择从
村里绕路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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