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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高铁北站，济南客站布局将成环
起步区步入“高铁时代”，有望实现3小时与国内主要城市连通

记者 于泊升

穿黄地铁7号线已开建
终点站靠近高铁北站

5月4日上午，黄河济南段上一派忙碌景
象，穿跨黄河的通勤车辆陆续通过已经投用
的黄河桥隧。在建的黄河通道上机器轰鸣，人
头攒动，已经完成主塔封顶的黄河大桥新桥
钢桁梁从南北两个方向向黄河中间延伸。穿
过黄河大桥老桥，国道104从大桥组团穿城而
过，沿线可以看到新开工的项目工程。

目前，起步区交通配套正在逐步完善，
铁路枢纽建设提上日程，高铁北站将落户
到起步区哪个位置？从已经公示的规划图
来看，济南北站在起步区规划范围中部偏
南的位置，在机场以西，黄河大桥新桥以
北，孙耿街道以南，规划位置大体在大桥组
团的北部。记者综合各方消息获悉，高铁北
站当前规划的是在大桥落地。而大桥组团
也在今年开始加快区域产业项目、市政配
套建设。4月25日，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
区获批两周年之际，大桥集中开工一批重
点项目，拉开生态商务区建设大幕，朝济南
城市副中心迈进。

济南高铁北站的规划在大桥组团集中
开工前后被多次提及。其中，4月25日公示
的起步区综合交通专项规划（征求意见稿）
中提到，起步区将打造多层级的铁路枢纽，
增强铁路全国影响力，依托济南“米字型”
铁路布局，争取以高铁北站为核心构筑区
域快联、省会辐射的北门户。今年1月3日，
山东省委、省政府印发《山东省建设绿色低
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三年行动计划（2023
-2025年）》，行动计划中提到了推进济南
北站及相关连接线规划建设。

目前，穿过黄河的地铁7号线已经开工建
设，从线路走向上看，7号线在黄河大桥新桥
跨过黄河后，在大桥设置三个站点，终点济北
站就在济南高铁北站规划建设位置附近。根
据近期规划，济南高铁北站在后期将部署投
用一条东西向的中运量公交，补齐高铁站周
围的公共交通配套。

接入全国高铁路网
打造“京沪走廊-黄河走廊”

除落地位置外，高铁北站未来引入的线
路及通达程度也是市民关心的焦点。记者从
有关部门获悉，济南高铁北站正在规划研究
当中，初步计划建设铁路联络线，连接既有线
路及客站，依托济南“米字型”高铁网，接入全
国路网中。

记者从起步区公示的多层级铁路系统
规划图中获悉，有一条东西向的铁路线从济
南高铁北站穿过，到达崔寨组团后，向北延
伸，与目前在建的济滨高铁及济阳高铁站连
通。据有关部门透露，济南高铁北站在后期运
行中，有可能通过联络线接上济滨高铁。

济滨高铁是济南“米字型”高铁中的东北
射线，从济南东站引出，过遥墙机场站后跨过
黄河，向北进入济阳、商河，转向滨州方向，与
环渤海通道中的津潍高铁连通。通过这条城
际高铁，济南高铁北站可与济南东站实现“牵
手”，并有望连通进入济南东站的其他铁路大
线，如石济高铁、济青高铁。通过济南东站，以
直连或者换乘的方式，从高铁北站出发的旅
客，可以顺畅到达胶东及河北。

此外，石济客专作为太石济青通道的组
成，也与太原等中西部城市直连，未来，从济
南高铁北站出发，可以借助济南东站经太石
济青通道，抵达西北腹地城市。去年年底建成
通车的济莱高铁，目前也在济南东站开行。根
据规划，莱临铁路正在开始相关工作，济莱高
铁接上莱临高铁后，通过济南东站与济滨高
铁连通，形成纵穿半岛城市群中的南北向高
铁通道，济南高铁北站也可以借助“滨临通
道”打开南下北上的新局面。

在起步区铁路系统规划中，济南高铁北
站向西引出的线路与京沪高铁线相交，并与
规划的济邢铁路有连接。业内人士指出，后
期的铁路运行中，高铁北站与济南西站可
以在既有线路上“做功课”，利用京沪主动
脉，提高北岸新城高铁站的通达能力。

济南高铁北站在综合交通系统中，可以
起到以点带面，四两拨千斤效果。利用“米字
型”高铁、机场二期改扩建、小清河复航及高
快一体快速通道,济南起步区将建成铁路港、
空港、水港、公路港“四港联动”的交通枢纽，
打造“京沪走廊-黄河走廊”交通枢纽。按照规
划，起步区未来与京津冀、省内、临近重点城
市的联系控制在2小时内，与国内主要城市的
联系将控制在3小时以内。

近日，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公示国土空间分区规划草案，规划提到，起步区将以
高铁北站为核心，打造铁路枢纽北门户。一纸规划，再次让济南高铁北站成为市民关注热
点。高铁北站落地何处，会引入哪些线路，会为省会经济圈交通、产业布局带来哪些变化？

起步区规划面积798平方公里，高铁北站计划落地大桥组团（圆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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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梳理发现，济南目前已
经运营的可以通达高铁动车的
铁路客站有11座，此外，济南目
前在建及规划的铁路客站还有6
座，除了高铁北站外，济滨高铁
将在遥墙机场、济阳、商河分别
设站，济郑高铁在长清设置客
站，规划中的济济高铁计划在平
阴设站。在起步区公示的本次规
划中，未来济郑高铁长清站与济
莱高铁历城站间将建设联络线，
中间设置市中站，该站的定位及
后期是否承担高铁客运业务，目
前尚在规划论证中。此外，济泰
高铁线路目前也在论证，南山高
铁站能否落地，尚未可知。

未来，济南将至少拥有17座
通行高铁的铁路客站，济南所属
区县基本实现高铁全覆盖。

去年11月16日，济南黄东联
络线通车运营，济南站、济南东
站、济南西站三大客站直连直
通，济南的“米字型”高铁也添上
了点睛一笔。高铁北站建成后，
通过联络线，实现与三大主站的
连通，在东、西、中、北四个位置形成环形客站
布局，提高区域通勤效率。

“城市的客站布局，应该一体化发展，
而不是单独的一个点。”山东大学交通规划
设计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张汝华此前接
受采访时表示，每个客站都联动着一个区
域，这种便捷的交通体系，可以吸引更多资
源汇聚济南，对整体产业布局和协调发展
都有积极作用。

高铁北站的建设让济南的客站布局更
加紧凑，整体效益提高不少，从外部交通的角
度来看，也让一站直达成为可能。随着济南

“米字型”高铁网的建设，从省会经济圈及省
内任一有高铁站的城市出发，可以直达济南
的任一铁路客站。目前，济南有300余趟高铁
直达全国近260个城市，在时间上，1.5小时可
抵达北京，3小时可抵达上海。济南计划新增
高速铁路里程300余公里，实现高铁里程总量
翻番。到2025年，基本建成“米字型”高铁网，
实现京沪、济青、济滨、济郑等多向放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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