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当你驱车在高速公路上惬意行驶时，是

否注意到高速公路通达的地方越来越多？
当你乘坐汽车出行时，是否注意到依维

柯、大宇、欧洲之星，还有正在兴起的LNG
新能源车等车型的变化？

当你置身现代化的高铁车站、机场候机
楼，是否会为它的宽敞和气派所Hold住？

……

(二)
公路多了、通行条件好了，港口、场站

建起来了，车、船也多了，怎么管好、用好
这些来之不易的交通运输设施？

面对公路堵车、压船压港、航道堵塞、
安全生产等人民群众期待解决的问题，交通
运输如何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

……
百姓惬意感受的背后，是山东交通事业

的长足发展；百姓更高要求的背后，是山东
交通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三)
以改革开放以来的时间为横轴，以山东

交通事业发展为纵轴，徐徐展开这段历史坐
标，可以发现，山东交通走出了一条昂扬向
上的线条。

公路成为展现山东良好形象的重要标志
之一。目前，全省公路通车里程达到22 . 98万
公里，其中高速公路4285公里，通达120个县
市区，全省所有乡镇、99 . 2%以上的行政村
通沥青路或水泥路，100%的乡镇、99 . 8%的
行政村通客车。除村道外，全部达到等级路
标准，二级以上公路里程连续多年位居全国
第一，“五纵四横一环八连”高等级公路网
骨架初步形成。

港航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山东是全国
唯一拥有三个超双亿吨海港的省份。沿海港
口生产性泊位4 7 3个，其中万吨级泊位1 9 7
个，沿海港口通过能力4 . 56亿吨，2011年沿
海港口吞吐量超过9亿吨。全省内河通航里程
1150公里，其中三级航道272公里，内河港口
通过能力4500万吨。

运输经济实力不断壮大。全省拥有海运
船舶470万吨，内河船舶720万吨。全省营业
性客车3 . 7 7万辆，营业性载货汽车8 7 . 6万
辆。12个国家公路运输枢纽规划建设全面启
动，全省等级客运站达到1356个，等级货运
站达到506个。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中韩陆海联
运汽车货物运输试点工作。

(四)
山东交通发展的线条在不断向前、向上

求“进”。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和黄河三角洲高效

生态经济区两个国家战略的实施，为区域经
济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作为区域经济发展
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交通运输承担着
“先锋官”的重要使命。

根据规划，“蓝黄”两区将建设一批
公 路 、 铁 路 、 航 空 、 水 运 等 立 体 交 通 体
系。以青岛港为龙头，培植具有国际竞争
力 的 大 型 港 口 集 团 ， 形 成 以 青 岛 港 为 核
心，烟台港、日照港为骨干，威海港、潍
坊港、东营港、滨州港、莱州港为支撑的
东北亚国际航运综合枢纽；以山东省铁路
主骨架为依托，扩大路网规模，完善路网
结构，提高路网质量，打通环海、省际铁
路大通道；加快高等级公路建设和普通路
网升级改造；形成以青岛新国际机场为中
心，以烟台、威海、潍坊、东营等机场为
支 线 的 空 港 格局；规划建设一批公路、铁
路、航空、水运等多种运输方式、一体化、
无缝对接的现代化综合运输枢纽工程。

“蓝黄”两区交通运输发展获得优先支
持。2011年，省政府与交通运输部签订会谈
纪要，贯彻落实国务院批复的两区发展规
划，交通运输部将从高速公路建设、国省道
改造、农村公路建设、国家公路运输枢纽建
设、国防红色旅游公路建设五个方面，支持
我省进一步完善公路网络；重点支持我省推
进大型深水专业泊位建设。

(五)
交通“进”，百业兴。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是实体经济的重要条

件，是公共服务的重要基础。实践证明，加
强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既有利于当前拉
动经济增长，也有利于长远的经济发展。

在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联结下，各类产
业要素在空间布局上发生位移。据统计，全
省90%以上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工业园区都
分布在高速公路沿线，仅济青高速公路沿线
就建有5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3个国家
经济技术开发区。

交通条件的改善，提升了农产品的产销
率和商品化程度，进一步奠定了我省蔬菜大
省、水果大省的地位。高等级公路网把以济

2011年度
山东交通十大新闻

盘点2011年，我省交通运输行业亮点
频闪。在“十二五”开局之年，全省交通运
输行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全面总结
2011年各项工作，本报特对2011年以来全
省交通运输行业已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大
事、要事进行了细致梳理，推出了2011年
度山东交通运输十大新闻。

1 .我省交通运输

“十二五”规划出台
2011年1月27日，全省交通运输工作电视会

议确定了“十二五”全省交通运输发展的总要求，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交通发展方式为主
线，按照适度超前原则，着力构建“五大体系”，加
快推进现代交通运输业发展，在全国率先建成安
全畅通便捷绿色交通运输行业。

2 .省政府与交通运输部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批复的《山东半岛蓝色经

济区发展规划》和《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
发展规划》，加快山东现代交通运输业发展，2011
年7月23日，省政府与交通运输部在济南举行座
谈会，就共同推进山东交通运输建设和发展达成
共识。会后，双方共同签订部省会谈纪要。

3 .“四化管理”硕果累累

“两保两树”全面推进
从2008年开始，省交通运输厅组织实施了以

标准化、规范化、集约化、人本化为主要内容的
“四化管理”，在全国交通行业引起积极反响。

三年来，“四化管理”理念已深入人心，成为
全行业重要指导思想。

在实施交通“四化管理”取得可喜成绩的基
础上，2011年，省交通运输厅提出开展“保畅通、
保安全、树品牌、树形象”活动 (简称“两保两
树”)，活动至2015年12月结束。

4 .我省大面积清理收费公路
2011年6月28日起，全省高速公路车辆通行

费最低收费标准由此前的10元或15元/车次降为
5元/车次(特大桥、隧道除外)。

2011年7月15日，省交通运输厅7部门要求通
过收费公路专项清理，逐步建立起以普通公路为
主的提供普遍服务的非收费公路体系和以高速
公路为主的低收费、高效率的收费公路体系。

截至2010年底，全省收费公路总里程为
8963 . 86公里，主线收费站共129个。

5 .公路综合整治传佳绩
2005年的公路迎检中，我省获得了第一名的

成绩。为了继续保持全国领先的地位，2009年开
始，我省以全省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沿
线路域环境为重点，实行了公路专项整治。

由于全省上下的努力，在2011年10月中旬评
比中，山东省获得了“‘十一五’全国干线公路养
护管理工作优秀单位”称号，并作为全国干线公
路养护管理工作优秀单位作了典型发言。同时，
交通运输部将我省公路路域环境综合整治的经
验做法进行了推广交流。

6 .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

内河水运发展的意见》
《意见》将对“十二五”期间我省京杭运河北

延、小清河复航、鲁西南地区河流航道建设等工
程起到加速推动作用。《意见》明确发展目标：到
2015年，完成投资140亿元，通航里程达到1500公
里；新增泊位47个，吞吐能力超过7000万吨。

7 .《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

正式实施
2011年3月1日，《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正式

实施。《条例》于2010年11月25日经山东省十一届
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条例》共七章77条，从职责划分、道路运输
经营、道路运输安全、监督管理等方面设定了权
利义务规范，明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8 .山东迈入“高铁时代”
2011年6月30日16时46分，从北京南站出发的京

沪高铁首发G1次列车，缓缓驶进华丽大气的高铁
济南西客站。这标志着京沪高铁正式开通。

京沪高铁山东段是我省“四纵四横”铁路网
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开通将山东半岛载入中国

“京津冀”和“长三角”两大城市群，令山东迈入
“高铁时代”。

9 .道路运输安全整治

效果显著
“7·22”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我省自

2011年8月初开始，在全省组织开展了为期3个月
的安全生产集中整顿活动。

活动期间，全省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其
行业管理机构共召开安全生产会议1366次，开展
安全检查2931次。

10 .中韩陆海联运6个口岸

全部开通
2011年11月30日，中韩陆海联运汽车货物运

输龙眼和石岛通道正式开通，这意味着第一阶段
我省6个口岸全部开通。

中韩陆海联运汽车货物运输项目是2006年
中日韩三国交通部长级会议确定的十二项重点
行动计划合作项目之一。此前，青岛、日照、烟台、
威海口岸已陆续开通。

□本报记者 吴荣欣

交通求“进”
——— 七看山东交通发展轨迹

新春伊始，盘点山东交通一路走过的足迹，眼前豁然呈现

出一幅充满张力与激情的画面。若以改革开放以来的时间为横

轴，以山东交通事业发展为纵轴，徐徐展开这段历史坐标，山

东交通走出的是一条昂扬向上的发展线条。

◆核心提示：

南、泰 安 、 曲 阜 为 主 的 “ 一 山 一 水 一 圣
人”人文景观旅游线和以青岛、烟台、威
海为中心的半岛沿海观光旅游线，以及潍
坊、淄博民俗旅游线紧密地连在一起，旅游
业因路而兴。

京沪高铁的开通产生了巨大的区域带动
作用。济南西站的建设和运营，使济南西客
站片区成为济南市的一个经济和商业活跃
区，促进和带动旅游、商务、会展、现代物
流、房地产等产业的发展，省城西部的发展
因此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六)
文化建设为交通求“进”提供了新动力。
从2008年开始，省交通运输厅为适应现代

交通运输业发展的新要求，在全行业实施了以

标准化、规范化、集约化、人本化为主要内容的
交通四化管理，培育交通“四化管理”文化，引
领交通运输调结构、转方式，科学发展。

这项工作实施以来，各级各单位通过制
定目标标准、制度规范，强化宣传引导、典
型带动、经验交流、督查考核等措施，深入
推广应用“四化管理”，使“四化管理”理
念入脑入心，逐步成为广大干部职工的自觉
行为。“建设是发展，管理是更高层次的发
展”，“管理也是生产力，而且是更高水平
的生产力”，“交通运输的现代化，不仅是
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更是管理与服务的现代
化”等成为全行业共同遵循的理念。

各单位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探索了一
些好的经验，如济宁的精细化管理、临沂
的链条式管理、枣庄港航的绩效式管理、
泰安的 I SO 9 0 0 0质量管理等，丰富了交通

“四化管理”的内涵。枣庄市探索建立农
村公路“枣庄模式”，有效破解了农村公
路管理养护等一系列管理难题。济南、日
照等市注重整合行业管理数据资源，大力
推广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有效降低了管理
成本，提升了管理效率。

(七)
山东交通求“进”的脚步未曾停歇。
下一步的交通运输发展，将牢牢把握稳

中 求 进 的 工 作 总 基 调 。 “ 稳 ” 是 前 提 ，
“进”是关键。稳，就是要保持交通运输基
础设施建设的可持续性，保持交通运输平稳
较快发展，保持行业和谐稳定；进，就是要
继续抓住交通运输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在加快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
展，在深化改革开放和推进自主创新上取得
新突破，在强化行业管理、提升公共服务能
力和水平上取得新成效。

到 2 0 1 5年，我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将
突破6000公里，覆盖95%以上的县市区及以
上城市节点。沿海港口通过能力达到 1 0亿
吨，东北亚国际航运综合枢纽、国际物流中
心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所有行政村全部通
达客车，具备条件的镇村客运班车实现公交
化运营。

不断求“进”的山东交通，必将惠及山
东经济发展，惠及人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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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其波 赵高烽 报道
本报烟台1月9日讯 今天，两项省重点公路

交通工程烟台港西港区、莱州港区疏港高速公路
正式开通运行。烟台市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439公里，居全省地级市第一。

西港区疏港高速公路起点位于烟台绕城高速
公路终端，终点止于烟台港西港区大门附近，与亿

吨大港“无缝隙”相接。路线全长9.4公里，总投资约
4 .63亿元。这条高速公路通车后，使得西港区与高
速公路网“零距离”对接，路、港成为“一体”。

莱州港区疏港高速公路路线全长18 . 9公里，
起点位于莱州市三山岛街道办事处单山村北的
省道304，终点止于莱州市驿道镇内荣乌高速公
路，总投资约7 . 76亿元。

据了解，自2007年全长70 . 5公里的威青高速
公路烟台段通车后，烟台市高速公路通车里程一
直保持414公里，稳居全省地级市第一。两条疏港
高速公路正式通车后，烟台市的高速公路“里程
表”被刷新，增长25公里，达到439公里，根据全省
高速公路最新统计排名，烟台市仍居全省地级市
第一位。

通车总里程达439公里

烟台高速公路全省第一

□赵璞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自2010年7月1日山东高速公

路不停车收费系统(ETC)正式开通以来，截至目
前，全省已建设ETC的收费站达104个，ETC收费
站覆盖率达到35%，已建成ETC车道222条。

去年以来，我省加强高速公路电子不停车收
费系统(ETC)建设，在全省17市城区出入口、5A级
景区及其他重要站点均建设了不停车收费车道。

据了解，2010年7月1日，山东高速公路不停

车收费系统(ETC)正式开通，截至目前，全省已
建设ETC的收费站达104个，ETC收费站覆盖
率达到35%，已建成ETC车道222条。目前已
在全省17市建立了电子收费客服分中心，已建
成客服网点230个；鲁通卡用户量已达33万，
OBU电子标签用户达15 . 5万，用户量全国第
三，增速全国第一。

此外，我省还积极与银行探讨合作模式，已
与建设银行、华夏银行、工商银行等签署了ETC

合作协议，全省200个银行充值网点即将开通，
截 至 去 年 1 1 月 底 ， 非 现 金 支 付 使 用 率 达
13 . 68%。系统开通以来，共节油达60 . 9万升，
减少二氧化碳等气体排放量1620吨，节省旅客
在途时间65万小时。

据悉，我省计划“十二五”末，实现ETC覆盖
率达到60%以上，ETC车道数达到400条，鲁通卡
发行量达到60万张，ETC电子标签安装量达到35
万个，非现金支付使用率达到40%以上。

电子不停车收费推广成效显著，截至目前———

我省ETC收费站覆盖率达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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