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年投资二十亿，商河奋力打造
省会绿色生态和幸福民生新样板

探寻商河交通大发展的民生“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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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交通先行。近年来，商河县交通运输局紧紧围绕商河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主动承接“北起”使命，牢牢抓抓住交通运
输“大建设、大发展、大改革”的黄金机遇期和窗口期，攻坚克难、真抓实干，全力打造商河省会绿色生态和幸福民生生新样板路，2019
至2021年累计投资二十亿元，全面致力于对外、对内交通网络的建设和完善，为再造一个“新商河”提供坚强交通支撑。

在商河，一个衔接有序、四通八达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正加速形成。打开商河交通运输图，一张立体化交通大网在商河河大地加速
编织—从地上到空中，从公路到铁路，从城市到农村，一道道“彩虹”横空绵延，交通高质量发展的乐章已在跑道上迎迎着疾风奏响。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袁本腾
通讯员 孙天波 满倩

起步区快速路将打
通区域规划，打造“北
起”经济新走廊

“必须站在省会经济圈一体
化发展的角度，看待这条快速路
的建设问题。”山东财经大学教
授、全域旅游研究所所长庞晶在
商河县的施工现场说，商河县至
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快速路项目
的建设不仅关乎商河县，更需要
从全市乃至全省的角度谋划布
局。据了解，商河—起步区快速路
按照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设
计，总长度约73公里。

这条73公里的路为什么这么重
要？商河县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
长侯志强告诉记者，目前，起步区向
北仅有国道104和省道240两条干线
公路，远不能满足起步区向北互联
互通需要。作为“十四五”时期济南
市商河县“一纵三横”干线网中的

“一纵”和2021年济南市重点项目，
商河—起步区快速路建成后将途
经乐陵市、商河县、济阳区9个镇，涉
及人口近百万，陆续将创新产业园、
航空产业园、山东商河经济开发区、
徒骇河风景带、垛石现代都市农业
区、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实现联动
高效发展，带动周边企业近千家，极
大地拓展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空间，成为名副其实的

“北起”经济新走廊。
“这条路一头连着乡村振兴，

一头连着黄河战略，一头连着城
乡融合发展的幸福民生，一头连
着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未来之
城。”侯志强说。

对于这条路的对接和规划，
商河筹划已久。

4月25日，济南新旧动能转换
起步区正式获国务院批复设立，成
为继雄安新区之后，全国第二个国
家级起步区。未来已来，蓝图可期；
5月28日，济南市印发《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提
出“高标准规划建设新旧动能转换
起步区至济阳、商河的城市快速
路”。商河县交通运输局成立工作
专班，“连轴转”积极协调各单位，
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商河至起
步区快速路地下设施的改迁工作。

据了解，起步区快速路已经
投入1亿元。目前，起步区快速路
在建工程为付太沟-白玉路段，
于今年3月初开始动工，截至目
前，已具备通车条件，路灯、标线、
安保等设施将于8月底完成主体
工程建设。

补短板、惠民生、增
后劲，重大交通基础设
施项目捷报频传

商河作为起步区的北向腹
地，在土地储备、发展空间上的巨
大潜力和后发优势，空间资源红
利将得到充分释放。商河县交通
运输局牢牢把握“大发展”机遇，
着力提升对外互联互通能力，重
大交通基础设施在“十四五”期间
将建成投入使用。

一直以来，“手无寸铁”是商河
人的遗憾，而这个遗憾即将成为
过去。

6月25日，“央媒聚焦新商河”民
生领域系统集成改革媒体座谈会
召开，商河县委书记翟军在发言中
透露，济滨高铁、德商高铁作为“京
沪二通道”的连接线，纳入国家规
划，在商河交会设站、即将开工建
设，高铁11分钟直达济南遥墙国际
机场、14分钟直达济南东站，1 .5小
时到达北京、4小时到达上海。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了
解到，济滨高铁是山东省快速铁
路网鲁北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端通过济南枢纽连接京沪高
速、石济客专、郑济高铁、济莱高
铁，北端通过滨州地区滨洲站连
接京沪二通道。

济滨高铁济南段铁路线长
90 . 53公里，新建遥墙机场、济
阳、商河等3座车站，将打通起步
区与遥墙机场、市区以及京沪二
通道的联系，全面改善起步区区
域交通基础设施。目前正与京沪
辅助通道天津至潍坊段共同上报
国家发改委可研批复申请，预计
年内完成可研批复，初步设计同
步完成。目前，市域铁路S1线也
已经列入规划研究。

除高铁外，今年年底，商河人
还将见证在家门口坐飞机的幸
福。历经一年多的紧张建设，目前
济南商河通用机场飞行区道面工
程全面竣工，计划11月建成通航，
将成为省内规模最大的通用机
场。商河机场让商河及省城北部
进入“速度时代”，完善了济南的
民航网，助力济南打造综合交通
枢纽城市。

近日发布的《山东省“十四
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在铁
路、高速公路、机场建设等方面，
均涉及商河。未来商河还将拥有
两条高速公路，“高青至商河高速
公路”“商河至武城高速公路”。

一条条道路、一个个项目说
明一个“畅达未来”的“速度商河”
破茧而出。

管好一方民生路，
优化中心城区交通，拉
大城市骨架

按照商河县委县政府再造一
个“新商河”，以及加快建设省会
现代化新城市组团目标要求，商
河从公路交通向综合交通转变、
从功能交通向品质交通转变。今
年商河县一批高品质道路桥梁示
范项目加快建设，将多维度提升
城市品质。

在从宏观着眼努力实现“大
交通”的同时，更从微观发力，聚焦
城市道路建设等人民群众普遍关
心关注的“堵点”“痛点”，一组数据
更能展现商河交通发展的“民生
答卷”，老城区道路改造投入5亿
元，其中包括富民路投入1亿元；西
部新城道路建设投资4亿元；通户
道路硬化投资4.6亿元……

2021年，商河县交通运输局
计划建设老城区市政道路14条，
其中新建8条，维修6条，在新建的
8条中有5条位于学校周边。为了

不影响学校9月开学，商河交通运
输局计划将学校周边的5条道路
竣工时间从10月提前至8月底。

面对时间紧、任务重的工作局
面，商河县交通运输局通过实行

“每周一次现场督导、一期督查专
报、一次调度例会，每月一次考评
排名”的专项制度、擂台赛等工作
措施，激励工作建设专班和承建单
位以“抢”的意识、“拼”的精神、

“战”的姿态，争分夺秒赶工期，掀
起了热火朝天的建设高潮。彩虹路
东延线属于宏德中学高中部南侧
配套道路，通过合理调整优化工作
程序，提前一个月完成预定计划。

据了解，在老城区道路建设
过程中广泛应用了先进的3D摊
铺技术，不仅有效提高了摊铺平
整度和施工效率，而且节省了很
多的人力成本，保障了道路建设
提质又提效。

争创全国“四好农
村路”示范县，谱写农村
公路发展新篇章

大暑时节的逯家村附近，是商
河最“清凉”的地方，这个全国最大
的留兰香种植基地，连空气里都飘
散着一股提神醒脑的薄荷味。

逯家村党支部书记、殷巷镇
留兰香产业党委副书记、商河县
佳禾留兰香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张洪军介绍，在没有进行四好
农村公路修建前，留兰香种植产

业受交通束缚的影响非常大，运
输车辆每逢雨雪天气后无法到田
间地头进行留兰香装载工作。

在四好农村路的交通保障
下，经过深入研究，逐渐改变产业
结构，不断学习新的发展思路，现
已将商河县佳禾留兰香种植专业
合作社建成全国除新疆外最大的
留兰香种植基地，实现了“乡村振
兴靠产业、产业发展有特色”的目
标，走出了一条以产业振兴带动
乡村全面振兴的新路子。

据介绍，自2018年被命名为
山东省“四好农村路”示范县以
来，商河县委县政府将“四好”理
念深入贯彻到实际行动中，真正
践行“人民交通为人民”的服务宗
旨。2018年以来，商河三年集中攻
坚共计投入4 . 78亿元，改扩建农
村公路870余公里,占全县农村公
路总里程的三分之一,建设规模、
投资额度、惠民范围是历年之最。

2020年4月，商河县交通运输
局提前一年完成13条线路、86辆
城乡挂靠车辆的回购、改造任务，
实现了城际、城区、城乡公交一个
公司运营、内外衔接通畅、无缝对
接换乘，为服务“四好农村路”的
延伸工作提供了县、乡、村三级客
运服务体系。

经过层层评审、比选，商河县
成功入选山东省2021年第一批全
国“四好农村路”示范县推荐资格

（全省共计三市十县），是济南市
唯一获此资格的县（区）。

在济南“北起”战略实施和省
会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
下，作为产业承接地和桥头堡的
商河，交通的互联互通必须先行。
商河县交通运输局将紧紧围绕打
造省会绿色生态和幸福民生新样
板路的总体要求，以建设人民满
意交通为目标，以创建国家级“四
好农村路”示范县、打造现代综合
性交通运输体系和建设现代化新
城市组团的路网框架为重点，为

“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为再造
一个“新商河”提供坚强交通支撑。商河县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侯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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