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刊

2013年5月24日 星期五 编辑：高扩 美编：金红 组版：颜莉 T07今日济南

济南“城轨梦”的见证者许云飞：

建城轨可谓一波三折
本报记者 喻雯

1998年——— 地铁提案未受重视
说起济南的轨道交通规划，

我省知名交通专家许云飞感慨
万千，作为省政协委员，早在1998
年他就在山东省两会上提出了“济
南应该修地铁”的提案，当时有不
少人感到很可笑：济南有必要修地
铁吗？也有一些人反对和质疑：济
南地下有错综复杂的泉脉，建地铁
肯定会破坏泉水。

“结合特殊的地质，济南的
地铁不是‘该不该建’的问题，而
是‘该怎么建’的问题。”许云飞
说，当初大家最大的顾虑就是泉
水，认为修地铁一定会破坏泉
水。“我觉得，这是一个奇怪的逻
辑，修地铁确实有破坏泉水的可
能，但只是‘可能’，而不是‘一
定’。”

许云飞认为，修地铁的依据
更多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当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时应
该考虑修建地铁，达到3000美元
就该计划修建地铁，达到4000美
元就该着手建设地铁了。而在上
世纪90年代初济南就达到了这
样的标准，考虑修建轨道交通的
时机已经成熟。

“一个城市的交通规划应该
提前50年，最好能与城市的规划
同步。”许云飞坦言，应该将建设
项目的论证、设计等前期工作提
前完成后储备,待条件成熟时实
施。“规划就是要有前瞻性。这样
做，虽然前期花费的精力较大，
但可以保障项目的可行性并从
总体上降低成本。”

2002年——— 6位院士专题论证
当年的提案虽未引起重视，

但许云飞一直没有放弃。到了
2001年，根据调研和分析，许云
飞画出了济南的地铁规划图。依
托城市布局和泉脉走向、分布，
他把地铁规划在了济钢到张庄
机场一段。“这段既是大的交通
干道，也不存在破坏泉脉的问
题。”许云飞这次信心满满，再次

把地铁提案带上山东省两会。
时隔一年，中科院和中国工

程院的6位院士就济南市地铁建
设与地下水保护问题做了专题
研讨。有院士提出建议，如果要
在济南修建地铁，为了保护泉
水，减少对泉水的影响，最好是
浅修，地铁线建在地下十一二米
就可以。针对济南修建地铁规划

多年迟迟未上马的情况，多数院
士指出：对于济南地下水系统的
情况了解不够清楚、各部门意见
分歧，是济南修建地铁的最大障
碍。

研讨会最终得出的结论是：
出于“与城市功能区域、用地开
发及环境生态保护以及保护好
泉脉等方面有机结合起来，应当

慎重研究”等诸多因素考虑，济
南轨道交通工程搁置下来进行

“充分论证和规划”。
论证搁置两年后有了点眉

目，2004年，济南市新一轮的城
市规划中提出，为完善内外交通
网络，包括轨道交通在内的市区
综合交通体系已被确定要“重点
规划完善”。

2006年——— 济南拥堵日益加剧
一波三折、反反复复的论证

让许云飞有些沉不住气了。到了
2006年，济南交通拥堵现象日益
严重。当时在北园路一线已经建
设了高架路,由于地基很深，导致
再修建地铁会非常困难。如果在
其南北两侧修建,则面临大量的
拆迁工程，难度加大。

这让许云飞想起了青岛的
地铁工程。青岛市在上世纪80年
代就开始酝酿地铁工程，1990年
前后成立了地铁办公室，制定了
长远的发展规划，不仅在火车站
下留有专门的试验出口，而且建
筑和道路的分布都为将来地铁
的建设留有余地。“济南迟迟没

有动静,越拖拥堵越严重。”
许云飞认为，济南之所以拥

堵不是因为主干道少，而是平面
交叉口太多。交叉口多了，要解
决人的出行难题，就得依靠地铁
和轻轨。解决车的拥堵，依靠的
是高架和立交桥。在城区适合的
是地铁，在中心城和卫星城之间

需要的是轻轨。
到了2009年6月份，济南轨

道交通规划终于有了实质性的
进展。济南市与北京城建设计研
究总院签订了济南市轨道交通规
划技术咨询合同，根据初步计划，
济南将实行地铁和轻轨相结合的
模式，客流量大的区域建地铁。

2011年——— 轨道交通规划完成
此后，相关部门相继在历山

路、明湖路西段、山大南路、经十
路等路段做了地质勘探。经过
一些前期论证工作，2011年的
济南市两会上传来消息，目前
济南轨道交通建设的规划已经

完成，将采用地上与地下地铁
相结合的方式，时机成熟后就
将开始试验段建设。根据规划，
济南市规划建设7条轨道交通
线路，其中，经十路轨道交通规
划采用浅埋式地铁的方式，市

区规划采取地下轨道交通的方
式，而绕城以外、建筑人口密集
度不大的地方规划建设地上轨
道交通。

当年又过了一段时间，济
南 市 轨 道 办 和 市 规 划 局 传 来

消息：《济南市轨道交通线网
规划》已经通过专家的评审论
证，目前正在等待相关部门的
批复。种种信号表明，济南人
多 年 的 地 铁 梦 离 实 现 又 近 了
一步。

2012年——— 轨道交通规划将尽快报国家审批
2012年，济南市轨道交通在经

过了前期漫长谨慎的论证后，即将
在报批程序上迈出实质一步。

4月12日，在建设美丽泉城
动员大会上，《全市城市建设管
理重点项目推进计划(2012年至

2013年)》正式发布。重点项目推
进计划确定了城市建设管理重
点项目共6大类279项，济南快速
轨道交通工程作为“城市基础设
施类”中的一项列入其中。根据
计划安排，市发改委作为责任单

位，市财政局、规划局、国土局、
城乡建设委等部门配合，要做好
轨道交通的前期规划报批工作，
推进机构为治理交通拥堵指挥
部。针对此项目，市级投资估算
为3000万元。

济南市常务副市长孙晓刚
在谈到加大道路交通建设力度
时明确指出，要加快做好轨道交
通建设线网规划，尽快上报国家
审批，力争完成一号线试验段开
工准备。

经过多年的论证和多方努力，
2013年，济南终于将启动轨道交通
建设。2013年1月9日，省委常委、济
南市委书记王敏在参加济南市政协
十三届二次会议分组讨论时透露，8

日 ,时任山东省省长姜大明调研济
南轨道交通项目，这标志着济南轨
道交通规划正式启动。

2013年济南市重点前期项目安
排计划表显示，济南轨道交通建设
对泉水影响研究和轨道交通线网规
划已完成并通过专家评审，总规模
108公里。

2013年3月，济南轨道交通又有
新进展。3月28日，在济南市规划局
举办的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
案集中面复会上，济南市规划局市政
规划处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济南
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轨道交通控
制性规划、轨道沿线用地控制规划等
相关配套规划正在编制完善中。

根据济南市轨道交通线网规
划，济南轨道交通远景线网共有9条
线路构成，全网规模约330公里。目
前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已上报国
家发改委待批，确定“一横两纵”三
条快线。根据计划，这三条线建设以
地面为主，拟2018年建成。

对此 ,济南市有关部门负责人
透露，目前《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
划》已完成，也准备上报走审批程
序。该负责人说，在实际操作过程
中，《济南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地
方政府审批与《城市轨道交通建设
规划》上报，这两个程序是可以同时
进行的。

许云飞预测，济南轨道交通从
报批到建成使用需7到10年。按照目
前济南的情况，如果今年线网规划
能得到批复，到国家立项再到施工
建设，如果每个环节都很顺利，首条
地铁线2020年前后有可能建成。

5月18日，济南市城市

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

示，济南城市轨道交通三

条线路也露出真容，这标

志着济南轨道交通在报

批上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关于济南城轨的建设，从

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可

谓“一波三折”，而我省知

名交通专家许云飞见证

了这个曲折的过程。

2013年———

济南轨道交通规划

正式启动

2012年12月，工作人员
在经十路与环山路路口，针对
轨道交通进行地质勘探。（资
料片）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技术人员对勘探出的岩石进行
观察记录。（资料片）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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