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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飞跃
实习生 刘晓旭

夹着七里堡路祝舜路
黄台南路被分两段

黄台南路的名气不可谓不
响，也是一条很有地标属性的
市区道路。日前，记者从历山路
铁路桥南侧向东北方向前行进
入黄台南路。该段黄台南路双
向4车道，宽约15米，路两侧是
居民楼和商店，车流和人流量
都比较大。

沿黄台南路往东约1 . 6
公里以后，路牌换成了“七里
堡路”。目前，七里堡路正在
进行轨道交通R2线建设，在
两端摆放了施工公告牌，但
整条路并没有完全封死，车
辆和行人还可以通过两条宽
约5米的单向临时通道到达
二环东路，但经过的公交车
线已经临时取消。

沿七里堡路向东走了约
700米就到了二环东路与祝舜
路交叉口。也就是说，祝舜路
是黄台南路-七里堡路的东延
长线。祝舜路为双向6车道，道
路宽25米左右。路两旁是居民
小区和一些餐饮店、宾馆、理

发店等。车流量和人流量比较
大，以私家车和电瓶车、自行
车为主。

沿着祝舜路往东走又到了
黄台南路。这段黄台南路从祝
舜路西周南路交叉口到奥体中
路，全长约680米，道路宽约30
米，没有画道路标线。道路两侧
建筑较空旷，商店较少，车流量
和人流量很小，以货车和小汽
车为主。

记者测算，从历山路到奥
体中路约7公里，这条路自西
向 东 的 名 字 分 别 为 黄 台 南
路、七里堡路、祝舜路、黄台
南路，这种“神奇”的命名方
法在济南市区道路中并不多
见。

黄台南路曾为
市郊重要辐射路

记者查询得知，上世纪80
年代中期，济南形成了第一条
市区环行线，南至经十路，西到
纬十二路，北到北园路，东到历
山路。以上述主干道为起点，济
南通过新辟或拓宽改造了段店
路、辛西路、英雄山路、经十路
东段、工业南路、工业北路、黄
台北路、济泺路、济齐路等对外
道路。

济南市1978年交通地图显
示，当时黄台南路与黄台北路相
连接，沿着黄台南路可以进入黄
台北路，然后进入工业北路，最

后从济南东北部出城。可以说，
在还乡店还是郊区的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黄台南路与北园路、
花洪路一起，成为当时济南市民
出入城的重要辐射路。

《济南市志》（新中国成立
到1985年）把黄台南路列入了
市区次干道中，到1985年黄台
南路的范围为历山路至洪家楼
西路。车行道路面结构为沥青，
长1645米，宽8米，无人行道。时
移世易，1993年济南市一号重
点建设项目的“东南外环工程”
正式启动。工程全长18 . 92公
里，其中东外环北起黄台北路，
穿越胶济铁路，经七里堡、甸柳
庄、窑头路至济王公路，长4 . 5
公里。至此，黄台北路正式纳入

了二环东路，当年与之齐名的
黄台南路则留了下来，黄台北
路以后就不再提及了。

随着近年东部道路建设的
加快，黄台南路“小字辈”的祝
舜路、奥体中路，乃至奥体西路
等主干道纷纷建成，黄台南路
所在的片区被纳入主城区之
内，作为东部城区主干道之间
的连接路，黄台南路将发挥更
加重要的作用。

东段黄台南路
不是规范叫法

黄台南路与黄台火车站渊
源很深。黄台火车站位于胶济
铁路378公里+612米处，自1904

本报4月8日讯（记者 梁越 通讯
员 门波 张超） 近日，济阳县举行
第五届“感动济阳人物”颁奖仪式，10位

“感动济阳人物”以及10名“感动济阳人
物”提名奖获得者获得表彰。

据介绍，自今年3月济阳县第五届
感动济阳人物评选活动启动以来，得到
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广泛参与，组
委会按照公开、公平、公正、透明的原
则，从216条感动济阳人物线索中评选
确定了7类、40名候选人。

按照投票各占50%的权重，54名组
委会成员和200名群众代表评选出10名

“感动济阳人物”，10名“感动济阳人物”
提名人选。

每一个感动人物背后，都有一段感
人的故事：马居英，用瘦弱之躯，竭尽绵

薄之力，坚强支撑起三个残缺的家庭；
王月英，89岁高龄，捡拾废品照顾残疾
儿子和孙女，不言辛苦不言弃，一双小
脚走过的路，超过了5万公里；房菲菲，
把残障孩子的泪珠当做珍珠，以保姆式
的呵护、母爱般的温暖，修补折翼天使
的梦想；付延安，身残志坚顽强自立，虽
是“小人物”，也有大坚守；郭振华，危难
之处大义担当，扶危救险已是平常；艾
波，热心助人有求必应，犹如熊熊火光
照亮人们前行的路……

为了铭记这分感动，传递道德光
芒，济阳将把10名“感动济阳人物”和
10名“感动济阳人物”提名奖获得者
的故事编辑成册，分发到各部门，希
望广大干部职工从中感受到博爱的
力量。

记者查询获悉，黄台南路进行了
多次维修改造。

1990年济南年鉴中记载了黄台南
路拓宽改造的信息。工程西起历山路，
东至洪楼西路北端，全长1691米。1988
年3月20日开工，1989年2月竣工。开工
前为6米宽的简易沥青路，损坏严重。
竣工后黄台南路幅宽15 . 5—18 . 5米，其
中车行道12米（东段291米长的路段宽
9米），两侧人行道各平均3 . 25米。车行
道面层为沥青砼，面积21440平方米；
人行道面层为水泥花砖，面积5496平
方米。

2006年9月，黄台南路（山大路北
口－洪楼西路）开始改造。工程全长
873米，控制红线为25米，其中机动车
道宽12米，为双向四车道。为了缓解省
城东部的交通压力，迎接全运会的到
来，2008年黄台南路东延至奥体西路。

因车流量较大，黄台南路受到破
坏，路面坑洼不平，人行道破损严重，
2009年、2012年、2015年以及2017年，历
下市政部门对黄台南路（西起山大路
东至二环东路）实施热力、自来水、燃
气管道及道路整修，其中黄台南路大
辛河桥至奥体西路段拓宽至双向6车
道。

今年3月18日，黄台南路（西周南
路至大辛河段）再次拓宽。记者探访获
悉，该路段长约200米，宽约15米，将拓
宽至35米。道路、排水工程、管线、绿化
将同步推进，今年10月31日工程完工。
黄台南路全部打通后，将连接二环东
路、辛祝路、奥体西路、奥体中路等南
北向主次干道，可有效缓解工业南路
至胶济铁路之间的东西向交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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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两条条黄黄台台南南路路
让让市市民民蒙蒙圈圈儿儿

民政部门：西段经过正式批复，东段将重新定名

年正式建站，至今已有上百年历史。黄
台站始称济南府东关车站，后更名为济
南东站（当时的济南东站，并不是现在
的济南东站），1917年更名为黄台站。

黄台站最繁华的时候是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很多人上下班都靠这条郊
区线路。从济南站向东，经过黄台站，
再往东是历城站、韩仓站、郭店站，一
直到章丘平陵城站、枣园站、明水站，

往东出普集、王村到达青岛方向。
这么一条重要的道路为何出现这

么多名字呢？济南市民政局相关工作人
员给出的解释是，黄台南路因为地处黄
台车站南面而得名，现在从历山路到七
里堡路，这段叫黄台南路，是经过市政
府正式批复的。“再往东一直到二环东
路，这一段叫七里堡路，这个也是经过
政府正式批复的，这些名字都是已经确

认的，二环东路以东的祝舜路也是没问
题的。”该工作人员说，祝舜路东面的黄
台南路应该是个不规范的叫法，可能在
道路修建或建设过程中，开发单位所指
的工程名或工程代号。

该工作人员说，因为最东面的那
段黄台南路位于大辛河附近，距离黄
台车站太远，再叫黄台南路显得不太
合适。“可能是在工程开发建设过程
中，开发建设单位临时起的，像刘长山
路延长线、涵源大街这些都是些非标
准名。”

据悉，现在建好的涵源大街标准
名叫花园东路，黄台南路和涵源大街
情况类似，用了一个非标准名称，或者
是项目代号。民政部门已经给相关部
门发去了建议，不要再使用这种非标
准名称，也要求他们进行更正。“祝舜
路往东的那段黄台南路我们正在命
名，已经报给市政府了，因为还没批下
来我们也不好正式公布。”上述工作人
员表示，民政部门建议道路建设单位
最好先用工程代号，比如A1路、B1路，
这是之前道路建设遗留的问题，民政
部门正在慢慢消除道路名称乱用带来
的不便。

济南北部的黄台南路，与胶济铁路黄台车站有着很深的渊源。它东西长近7公里，中间有两段，却
分别叫七里堡路、祝舜路。除了路名让人眼花缭乱外，这条路改造的频率也是非常之高。民政部门给出
的答复是，二环东路以东的那段非标准名称，目前正考虑新名字。

七七里里堡堡路路

黄黄台台南南路路

黄黄台台南南路路

祝祝舜舜路路

西段黄台南路机非混行，车来人往。 本报记者 刘飞跃 摄

黄台南路中间“夹着”七里堡路、祝舜路，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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