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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瓶颈为优势，构建交通大格局
商河交通运输事业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通讯员 满倩

对外交通
打造省会北部区域性交通枢纽

重大战略的交会叠加和交通设施的
加快布局，为商河彻底打破交通瓶颈创造
了新的历史性机遇，商河也紧紧抓住这一
黄金机遇期和窗口期，主动承接“北起”使
命，努力在跨越赶超中融入全市、全省大
发展格局。依托已经建成的京沪高速、德
龙烟铁路、商河通用机场，正在加速建设
的商河-起步区快速路，以及即将开工的
济滨高铁、德商高铁、高青至商河高速等
重大过境交通项目，商河全力对标省市要
求，科学谋篇布局，深度实施大手笔、大规
划、大策划，聚心聚力打好交通强县攻坚
战。进一步加快推进“T”字形高速铁路网、

“十”字形高速公路网、“一”字形铁路货运
专线、“四纵三横”交通干线网建设，以“6”
个高速出入口、“2”个铁路站点、“1”个航
空枢纽为中心的“621”交通服务枢纽将从
蓝图变为现实。

如今，商河县被列入全市轨道交通“1
小时服务圈”，未来商河近至济南市中心，
北到京津冀，南达长江三角洲，迅速形成
东西南北互联互通的局面，通过建设中的
商河-起步区快速路20分钟直达起步区，
通过高铁15分钟直达济南国际机场、20分
钟直达济南东站，1 . 5小时到达北京、4小
时到达上海的目标正在全力加速推进，彻
底进入属于商河的“速度时代”，真正成为
省会北部区域性交通枢纽。

市政道路
从“断头路”到“连心路”

市政道路是城市最为重要的公共设
施，是构建城市建设的骨架，是推动城市
发展的血脉，也是展示城市形象的脸面。
2000年后，商河城区交通进入了一个快速
发展期，道路数量和道路标准有了很大提
升，但“丁字路”“断头路”的问题也渐渐凸
显，明明前面近在咫尺，却仍需绕个“大
圈”才能到达，成为困扰群众出行的“中梗
阻”。

近年来，商河县委、县政府牢牢把握
建设人民满意交通这个发展目标，按照

“打通断头路、拓宽瓶颈路、整修老化路”
的工作思路，聚焦市政道路交通改善，拉
开城市发展框架，助力教育强县和城市建
设，为市民提供更加方便、舒适、安全的出
行环境。2019年建设5条，2020年建设维修19
条，2021年开始实施商河县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建设维修19条，2022年将再建设维
修城区道路25条。特别是西城路网建设，规
划建设的9条道路和5座桥梁，建设规模、建
设难度是历年之最，进一步拉开了城市发展
框架，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

如今的城区道路面貌焕然一新，新建

了一批骨干道路和园区道路，打通了一批
城市“丁字路”“断头路”，改造提升了一批
背街小巷，城市“主动脉”和“毛细血管”的
疏通扩张，极大提升了城市的发展层级和
群众的出行效率。

农村公路
助力乡村振兴插上腾飞的翅膀

农村道路是服务“三农”、推动乡村
振兴的重要抓手，商河是农业大县，农村
人口占绝大多数。但曾经的商河，农村路
网欠账较多，除了紧靠国省道、县乡道的
村庄外，通往绝大多数村子的道路还是
乡间泥土路，可谓“晴天一身土、雨天一
身泥”，偏远乡村的居民要进次城更是路
程艰辛。近年来，在实现“村村通”的基础
上，商河县又开展了村内大街小巷的硬
化工作，“村村通”升级成了“户户通”，农

村群众实现了进村入户“裤脚不带土、鞋
上不沾泥”，出行难问题得到了彻底解
决。

自2018年被命名为“四好农村路”省
级示范县创建单位以来，商河县坚持“建
管养运”并重，积极探索完善“六个三”的
工作模式，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提供了绿色交通保障。结合乡村
振兴交通扶贫工作，创新农村公路“+旅
游”“+产业”“+扶贫”等模式，由线到面，由
样板路到样板区，涵盖了乡村旅游、花卉
产业以及留兰香、紫薯、大蒜特色种植等
一系列省市级区域品牌，为乡村振兴提供
基础和保障。2018年来，总计投入5 . 5亿
元，共计改扩建农村公路1000余公里,建设
规模、投资额度、惠民范围是历年之最。
2019年8月至2020年10月，完成农村通户
道路硬化658个村，实现户户通全覆盖。因
地制宜打造乡村振兴、特色旅游等精品线

路8条、140公里，2022年1月，被交通运输
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
等4部门正式命名为“四好农村路”全国示
范县，为济南市唯一获评区县。借助镇村公
路的一次次提档升级，商河乡村振兴也插上
了腾飞的翅膀，镇村公路上的汽车轮子转，
鼓了农民腰包，农村群众的脚底板子踏上康
庄大道。

客运公交
不只是3辆到147辆的变化

商河客运公交历史时间轴上，记录了
一个个重要的发展节点。从1953年商河汽
车站成立时租来的两间民房，到两年后建
设的3间候车室，再到如今建筑面积2 . 5万
平米、客运大厅建筑面积6000平米、国家
一级客运站标准的新长途汽车客运站；从
区区3辆公交车维持运营，到如今147辆大
型公交车通达八方；从招手拼车的“一元
公交小面包”，到绿色低碳、安全便捷的新
能源纯电动公交；从费心耗时、不满员不
发车的城乡挂靠公交，到“公车公营”城乡
客运一体化的标准服务；从大巴送到客运
站的单一模式，到城际公交、高速快客、定
制班线的组合式交通服务……一个个变
化不胜枚举。

2019年商河县开始实施城乡公交一
体化改造，对商河县汽车站、惠通联运中
心、公共交通客运中心进行公司制改造，
组建“山东商河交通运输有限公司”；2019
年商河至济南城际公交、高速快客和定制
班线正式开通运营，结束了商河县与主城
区之间不通公交的历史；2020年4月，提前
一年完成13条线路、86辆城乡挂靠车的回
购、改造任务，全部实现“公车公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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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济南市城
乡客运一体化、公交化发展的重大成果。
为满足城区、城乡公交运转需要，2021年，
新城乡公交客运站全面建成，进一步完善
公交配套基础设施,推动全县公共交通服
务能力完善、提升。

目前，全县建制村通客车率100%，客
运一体化发展水平达到AAAA级。县境内
国家一级客运站1座，镇街客运站4座，标
准公交候车亭610个。城际公交运营车辆
32辆，城区公交运营车辆63辆，城乡公交
运营车辆52辆，日运行890班次，日客运量
9000人次。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商河将继续发
挥交通的先锋队、排头兵作用，全力打好

“交通强县攻坚战”，加快搭建起“四纵三
横”交通干线网及“621”交通服务枢纽，打
造陆空并存、高快一体的交通格局，抢占
鲁西北地区交通优势的战略制高点和发
展先机，推动要素、资源、产业、人口向商
河汇聚。疏通“血脉”筑坦途，夯实载体谋
发展，为再造一个“新商河”，打造现代化
新城市组团，建设新时代现代化强县贡献
交通力量。

近年来，商河县牢牢把握交通的“先行官”定位，交通运输事业从点、线到立体，从
单一到多元，实现了长足进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商河交通接力进入“高速时代”“铁
路时代”，随着通用机场通航和纵横T字形高铁网的规划建设，正向着“高铁时代”“航
空时代”加速迈进，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体系拉近了与外界的距离，提档升级的镇村公路
为乡村振兴插上了翅膀，多样的出行方式给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曾经制约发展
的瓶颈已转化为加快发展的优势，也为商河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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