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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往昔峥嵘岁月
唱响新区变奏曲

“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
泥。”这是太白湖新区筹建初期
的真实写照。

忆往昔峥嵘岁月，“这里曾
鱼塘遍地，荒草丛生；交通闭塞，
等级低、路况差，城市配套设施
基本没有。”太白湖新区建设局
市政管理处主任孙振国回忆，这
里只有两条蜿蜒的乡村道路通
往城区，大道通衢，是一个遥不
可及的梦。

2008年，济宁市委、市政府
把目光投向这片沉寂已久的土
地，着力打造市级功能核心区。

城市建设，交通先行。随着
太白湖新区荷花路、济宁大道等
城市主干道的建成，在此基础
上，新区开启了城市道路建设的

“加速度”。至今，太白湖新区已
建成运河路、圣贤路、公主路、常
利路、京杭路等47条道路，包括
主干路12条、次干路及支路35
条，共计约125公里；新区共有城
市桥梁58座(其中包括建设局养
护城市桥梁22座，景区养护城市
桥梁36座)。

为进一步完善区域内部交
通配套，打通道路“毛细血管”
与主干道的对接，特别是配合
地区产业发展，推进道路建设，
太白湖新区高标准打通“断头
路”，畅通微循环，如配套济宁
天立学校项目的道路北湖西路

西延道路工程、吾悦广场周边
交通配套，毗邻共享社区航运
路中心的航运路南延道路工
程，济宁市文化产业园周边的
河都路南延道路工程。断头路
的打通，不仅缓解了城区交通
压力，方便群众出行，也改善了
市容市貌，为建设美丽宜居城
市奠定基础。截至目前，太白湖
新区打通断头路19条，促进了
片区融合发展，完善了城市道
路结构，解决了市民出行最后
一公里的难题。

打通了南北路网
居民出行更方便

热潮奔涌，奋楫击水。笃志
前行的太白湖新区，交通建设日
新月异。车站南路跨老运河桥作
为连通新老城区的一条重点线
路，全长810米，其中桥梁全长约
417米，双向六车道，北起老城区
车站南路与渔皇路交汇处，南至
太白湖新区京杭路，缓解了济宁
市新老城区南北向交通压力，极
大方便了运河两岸群众的出行
和生活。

“原先太白湖新区居民出入
市区想走车站南路的话，需要从
会通路绕到渔皇路，从渔皇路再
绕回车站南路，要多等几个红绿
灯，很浪费时间。”家住京杭佳苑
社区的陈先生对车站南路跨老
运河桥的便捷赞不绝口，现在进
城可以一路直达，免去绕路麻
烦，实在是太方便了。

“随着太白湖新区的快速发
展，沟通新区和老城区的几条主
要干道上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市
民对交通的需求越来越大。车站
南路跨老运河桥对于缓解新老
城区的交通压力，促进新老城区
融合发展有重要意义。”孙振国
说。作为市委、市政府确定的重
点工程、民心工程，同时也是新
区加快城市核心区建设的重点
项目，车站南路跨老运河桥不仅
打通了城区南北路网，畅通了新
老城区交通连接，也极大方便了
运河东西两岸群众的出行和生
活，带动了新区商业繁荣，对于
济宁市中心城区建设和新老城
区融合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
义。

纵横交错的道路和街巷是
城市肌体最基本的构架，也是城

市整体环境最直观、最细致的呈
现。仅仅几年，太白湖新区就实
现了火炬路跨线桥、王母阁路跨
线桥、车站南路跨老运河桥的贯
通，促进了新老城区融合，为新
区发展再添新动力。

这些路桥都通车
畅通都市区发展

如果说城市道路是一座城
市的“毛细血管”，那么对外交通
网络体系就是这座城市的“大动
脉”。济宁南二环作为济宁市城
区南部东西向快速干道，消除了
临菏路太白湖新区段道路通行
安全隐患，大大缓解了济宁南部
道路通行压力。

济宁南二环的全线贯通离
不开南二环跨京杭运河大桥和
圣贤桥的通车。提起南二环跨京
杭运河大桥，孙振国坦言，南二
环跨京杭运河大桥采用的是中
承式钢桁拱桥,是济宁市目前建
设体量最大的桥梁,也是北方第
一座中承式钢桁梁结构的桥梁，
该桥被中国公路建设行业协会
评为2017年公路交通优质工程
(李春奖)一等奖。

而位于南二环跨京杭运河
桥向东的七十三孔圣贤桥号称

“江北第一拱桥”。“圣贤桥非常
富有传统气息,而钢架桥充满了
现代感,虽然两座桥间隔的距离
不远,但是没有丝毫的冲突感,反
而有一种‘一张一弛、一文一武’
的感觉。”路过圣贤桥的孔女士
说，两座桥不仅仅非常漂亮，而
且大大缩短了与周边县市区的
通行时间。

环湖大道东线工程(太白湖
新区段)作为一条南北贯通的沿
湖通道，拉近了主城区与周边县
市区的距离，助力济宁都市区经
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它给我们市民的出行带来
了极大的便利。以后去微山湖景
区旅游大约一个小时就能到
了。”市民苏先生说，不仅节省了
时间，油费也省了，同时减少了
交通拥堵压力，真是件惠民的大
好事。

据悉，环湖大道东线工程
(太白湖新区段)工程起点位于
火炬路与南二环交叉口，终点位
于泗河大桥南引道。与南二环、
火炬路、湖西大堤有效连接，串

联起南阳、独山旅游区和微山湖
风景旅游区，完善主城区南部区
域路网结构。同时，对促进沿线
区域经济发展和旅游资源开发
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有效缓解
S104交通压力，进一步方便沿线
群众出行。

城市地下生命网
大空间有大智慧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对满足
民生基本需求和提高城市综合
承载力发挥着重要作用。太白湖
新区地下综合管廊总长度30公
里，综合管廊宽6 . 1米，高3 . 2米，
整个地下管廊呈田字型。除了安
装了给水管、通信管道、高压电
室等各种监测设施外，还开辟出
了抢修工人步行通道，专业巡查
人员，每天都定期给各条管廊去
做“体检”。

“依靠综合管廊安装的安
防通信一体化系统，各种管线
要更加安全，线路检修更为便
利，安全问题发现更为及时，维
修更加准确。”孙振国介绍，有
效解决了道路凹凸不平的问
题 ,避免道路维修的反复开挖
和“空中飞线”等问题 ,对道路
畅通、城市美观、城市安全等都
有极大促进作用。

据悉，太白湖新区地下综合
管廊采用整体现浇钢筋混凝士
结构，顶板覆土厚度3米，抗渗等
级为P8，达到一级防水要求为双
室设计。其建设长度、投资金额、
管理水平均处于全省领先行列。
目前，太白湖新区综合管廊已形
成四通八达的田字型城市管网
框架，对于城市品质的提升起到
积极作用，保障了生活必备的水
电暖走进千家万户。

十五年栉风沐雨，风雨兼
程，太白湖新区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从弱到强，从“一片茅草
丛生、水雾茫茫的荒滩沼泽”嬗
变为“一个水清岸绿、政通人和
的活力新区”。放眼今天的太白
湖新区，一条条道路支干衔接、
四通八达，各项配套设施日益
健全——— 区域大交通基本成
型，主干路网全面建成，片区路
网基本完善，内环高架建成通
车，为新区经济社会发展、改善
居民出行条件提供了有力支
撑。

记者 孔媛媛

人在画中走，车在景中行。
俯瞰太白湖新区，幢幢高楼鳞
次栉比，大小公园点缀其间，四
通八达、内外畅联的交通与枝
叶繁茂的树木相得益彰，形成
了秩序与生态和谐统一的城市
画卷，构建起独特的城市底蕴
和内核。作为城市轮廓的交通
路网，正是太白湖新区生态优
美、配套齐全、出行便捷的最佳
体现。

济宁大道现貌。

济宁大道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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