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建“一环十五射”路网，适时开通快速公交和城际列车

南南山山到到市市中中心心将将不不超超过过3300分分钟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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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前从济南市交通运输局获悉，《济南南部生态经济区道路交
通规划》已通过专家评审。根据《规划》，至2020年南部生态经济区将构
建“一环十五射”的路网架构体系。届时，从南部山区到达济南中心城区
的交通出行时耗将不超过30分钟。

构建“一环十五射”路网架构体系

《规划》总体目标为，适应南
部生态经济区经济和社会发展，
构筑高效、便捷、安全、多元、环
保、舒行、宜人的一体化现代综
合交通运输体系，为南部生态经
济区创造优质的交通环境，促进
南部生态经济区全面、协调、健
康、可持续发展。

具体说来，一方面将依托高
速公路、国道、省道、城际铁路、
快速公交等区域性交通设施，建
成与区域交通有机衔接、协调发

展的对外交通系统。届时，从南
部山区到济南中心城区及对外
区域交通设施的交通出行时耗
不超过30分钟。

另一方面，在区内将建成
功能明确层次分明的公路网
络系统。区内交通出行时耗不
超过20分钟。与此同时，城镇
道路交通系统、客运交通系
统、布局合理的停车系统、信
息化的物流平台系统也将一
并建立起来。

最终，经专家
评审后的《规划》指
出，至2020年，南部生态
经济区干线公路网将新增
约48 . 5公里，升级改造约44公
里，南部生态经济区将构建

“一环十五射”的路网架构体
系。

其中，一环串联仲宫、柳埠、
西营三个主要乡镇及景点，十五
射则连接生态经济区与主城区、
周边地区、行政村及景点。

开通南部山区快速公交线路

如何保持南部山区原有的
“绿色”和“生态”成为路网建设
面临的问题。基于这个前提，更
生态环保的公共交通成为优先
发展的对象。目前，南部山区的
公共交通线路大都为中心城区
线路的延伸，线路长，运营效率
低。缺乏区域内小运量的公交
线路。

“实施交通运输方式结
构调控，首先必须使公共交
通对乘客具有吸引力。”工作
人员表示，为了提高这种吸

引力，南部山区也将进一步
促进土地利用与交通系统协
调发展。区域内将在各镇区
均匀布设公共服务设施，做
到高效、便捷、准点、舒适，吸
引公共出行。

“在仲宫、柳埠规划综合
客运枢纽，衔接区内交通与
对外交通，为旅客提供方便、
快捷的换乘条件。”工作人员
表示，与济南中心城及周边
地区的交通联系也将依托城
际铁路、公共交通等集约化、

大中运量的交通方式。
总体来看，根据《规划》，

相关部门将依托济南中心城
区公共交通系统，规划南部
山区与济南中心城区的客运
走廊，开通南部山区快速公
共交通线路，结合城际铁路
建设，适时开通城际列车。与
此同时，结合南部山区道路
网特点，规划合理的公交线
网，连通各镇区、各旅游景点
及乡村，并与快速公交充分
衔接。

鼓励慢行，环保敏感区控制小汽车

针对南部山区有多家4A级
景区，山东建筑大学教授傅白白
建议，在可行的道路通道上增加
慢行道，同时设置换乘自行车，尽
可能推广慢行交通。

而评审后的《规划》也明确提
出，从南部山区的功能布局、地形
特点、环境保护等方面考虑，未来
的交通出行应倡导“慢行(步行、
自行车、电动车)+公共交通+适
度小汽车”出行模式，尤其是镇区
的交通出行将以慢行为主。

私家车的控制也成了规划中
难以回避的问题。“可以借鉴九寨
沟的方式，控制进入景区的私家

车数量。”交通建设专家宋业立表
示。《规划》提出，在镇区及其它环
境保护非敏感区域适度发展小汽
车，在各旅游观光景点、水源补给
保护区及其它环境保护敏感区域
控制小汽车的使用。

总体上，南部山区的交通网
络设施体系将适应公共交通优
先、适度的机动化水平、舒适的慢
行环境等要求。而接下来，在专家
评审会后，济南市交通运输局还
将组织编制单位根据专家和相关
部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规划》
进行修改提升和完善，然后按照
有关程序报批。

南部山区2020年远期公共交通走廊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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