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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济南南治治堵堵这这一一年年

2013年3月，历山路BRT车道逐步拆
除护栏，历山路与和平路路口增加一条左
转车道，大大缓解左转车辆压力。

增加车道是缓解拥堵最有效的办法，
但在目前的道路资源条件下，如果没有道
路改造，想增加车道非常困难，为此，济南
交警从去年开始通过对道路“瘦身”的办
法尽量挤出车道来。2012年，最先在经十

路的改造中，通过车道“瘦身”，缩减车道
宽度，使原来3米多宽车道缩减为2 . 8米，
双向各增加了一个车道，原有双向8车道
变成双向10车道，以期达到提高25%通行
量的目的。

随后，车道“瘦身”的办法开始推广，
从经十路至建设路，从二环东路至历山
路……在路口增加车道做到“喇叭开口”

对通行能力的提高效果更明显。
“左转待转区”在济南的街头比较常

见，等直行车辆行驶时，左转车辆可提车
至左转待转区。在经十路的部分路口，济
南交警调整了通行方式，先左转再直行，
在车辆左转期间，直行的车辆可提车至

“直行待行区”。
为什么要改变通行方式，先放左转再

放直行？济南交警相关人士介绍，一般路
口直行车辆较多，相应直行车道也就多，
先放左转时，几排直行车都可以提车至直
行待行区，会相应增加路口的通行能力。

目前济南的“直行待行区”都设置在
经十路上，一般结合“左转可变车道”实
施，根据济南交警的统计，这些路口的通
过率提高了20%-30%。

正常工作日的早晚高峰、逢一场大型体育
赛事或音乐会、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雨，我们的城
市都会遭遇超过中度拥堵而直达严重拥堵的状
态。把交通拥堵的原因简单归结为城市规划和
车、路之间的矛盾上，虽有道理，却只是表象。某
种程度上在于，与“先污染后治理”一样，即便是
有几十年缓冲时间，城市也不可避免地走上“先
发展汽车再修路”、“先拥堵再治堵”的老路。

交通拥堵已经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避
免的阵痛，如果此时还不大手段强力度将其截
流，那么将会给今后的可持续发展埋下无穷隐
患。今年1月17日，为治理雾霾，济南市出台单双
号限行规定，效果不错。虽然执法部门并未对路
上的限行车辆予以处罚，但路面上的车辆少了
不少。这也让很多人看到了治堵的希望。不过，
也有人发现，到限行后期，不遵守限行令的人已
经有越来越多的迹象。也有人说，如果以后限行
常态化，很多人会再买车，单号开单号车上路，
双号开双号车上路，到时候汽车保有量可能会
增长得更快，问题也会更多。

多年来，一些专家学者一直呼吁：不能盲目
发展私车，城市交通不能以私车为主，面对滚滚
而来的“汽车潮”，必须进行适度的控制。

面对持续增加的机动车，北京已经采取“差
别化停车收费”等经济手段来引导汽车使用，上
海车牌拍卖价格已过9万，日前又传出了深圳一
天收200多元停车费的消息。然而，北京在限号、
限购、外地车辆条件限行的高压政策下，并未有
效缓解拥堵。和北京一样，十多年来，上海交通
拥堵状况并没有随着高架路增多、实行汽车牌
照拍卖等措施而得到缓解。有的专家认为这是
典型的“头痛医脚”，似乎什么问题都要用价格
杠杆来“一涨了之”。

所以，有专家指出，单纯的限制措施也不是
办法。通过交通需求管理控制小汽车的使用，鼓
励并切实落实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的发展，才
是城市交通的良性发展。但这是一个看上去很
美，实施起来并不容易的事。很多人有喜欢开车
的心态和习惯，另外，我们的城市公交系统目前
还不是尽善尽美。城市轻轨、换乘枢纽、快速公
交、专用车道等一系列现实而又紧迫的问题摆
在我们面前。并且，公共交通还有一个“最后一
公里”问题，“最后一公里”靠什么去解决？最好
的方式其实就是自行车。但是，当自行车在小汽
车夹缝中穿行，谁还愿意骑自行车呢？不骑自行
车，更不愿意步行，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愿意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人自然也就少了。

济南市目前进行的经十路等主干道禁停、
双向六车道以上道路配备公交专用道等措施，
都是明显的优先公共交通出行政策。虽然目前
公共交通出行问题很多、困难很大，但我们放眼
长远，如果公共交通出行效率逐步接近甚至赶
超小汽车出行效率，又有多少人会固执地选择
小汽车呢？

虽然已过去两个多月，但很多市民对
1月17日那次因治理雾霾而出台的单双号
限行印象深刻。在济南市政府未采取强制
措施的情况下，限行效果依然明显，不少
的哥的姐反映车辆少了三四成左右。于
是，一次旨在治理雾霾的限行，却对济南
交通拥堵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限行措施可以在诸如全运会以及严

重数日雾霾天气时作为一个应急预案，但
不是长久之策。”交通专家分析，遇到这类
应急措施的特殊情况，大多数驾驶人短期
内都能响应限行措施，但绝非长效之策。
或许因工作需要、或许因公共交通不足够
便捷，限行措施肯定会给很多市民带来不
便，也存在部分市民确实几乎每天都有用
车需求。如果单双号限行长期实行，这部

分市民可能会购买第二辆车来应对，刺激
私家车的消费需求，无形之中不仅增加了
交通总量，还需占据停车资源，反而会起
到适得其反的效果。长远来看，限行只是

‘止疼剂’，不是‘长效药’。”
“拥堵，也不仅仅是私家车的问题，公

车的责任也很大。”采访中，很多市民对公
车很有“意见”。

如何加强公车管理？为加大公众对公
车的监督，“公车统一标识”呼声最高。记
者在省直机关事业局了解到，我省将探索
公务用车统一标识制度，条件成熟的地区
和部门推行公务用车统一标识、GPS定位
等，公车满编单位必须先交旧车才能配新
车，相关部门将定期向各单位抄告所属车
辆和驾驶人员交通违法信息。

◆可变车道、路口禁左禁右、社区微循环、高架桥提速……自2012年3月19日开始，济南市治堵行

动正式启动。治堵一年来，新的交通出行方式、新的标识标线等治堵新政陆续出现在济南的街头。

治堵一年，这些治堵新政的探索收效几何，哪些问题还没解决，今后该如何做？近日记者进

行了相关调查。

>>>可变车道总数已达14条
2012年7月份，经十路环山路路口出

现全市第一条可变车道。逆向可变车道
是指左转车不影响来向通行时进入逆向
车道，根据试用结果，每个信号可多通过
8—10辆车。

可变车道刚刚实施时，有不少司机
迷茫：“当时我就琢磨，这左转车都跑到
逆行车道去了，对面来了车可咋整？”私
家车主孙先生对记者说。但可变车道实
施一年后，很多司机都对可变车道竖起
了大拇指，“我开车二十几年了，没见过

这种车道，北京上海都没有。这种车道确
实管事，路就那么宽，加不成车道，就改
到对面去，佩服济南交警！”

2012年10月份，在高新区舜华路出
现了济南市第一条潮汐可变车道。“潮汐
车道”根据两个行驶方向车流量的多少，
相应增加或减少某个行驶方向的车道，
提高车道使用效率。

除了左转可变车道、潮汐可变车道，
济南市还设置了同向可变车道。同向可
变车道根据车流的不同，在信号灯的指

示下可在直行和左转之间相互转换。
英雄山路的六里山路口根据通行规

律在该路口设置同向可变车道。例如英
雄山路的六里山路口设置的同向可变车
道，晚高峰17：00—18：30期间为两排左
转、两排直行；晚高峰以外其他时段为一
排左转、三排直行。同时，具有这样功能
的可变车道还有一条设在二环东路山大
北路下桥口。

3月11日，建设路的潮汐车道投入使
用，至此，济南已建成14条可变车道。

>>>开放社区道路微循环

道路微循环改造，已经实施4年
多，逐步实现了小区交通区域“循环”
向小区之间“循环”的延伸。历下交警
大队负责人告诉记者，历下区18个开放
式小区，近期将全部实现微循环的改
造。

3月20日，记者对司里街小区、齐鲁
医院片区等处实地探访。

“我在这个小区住了快十年了。”司
里街小区居民李女士说，原先小区道路
比较窄，东西方向的车经常堵成一团，实

行微循环改造后，道路就畅通多了，“我
早晨起来送孩子就不用提前出门了。”

住在司里街小区的王先生是一家单
位的司机，原来下班后把车开回小区，结
果很拥堵也很难找到地方停车。微循环
改造后，画上了单行线，规范了停车位，

“现在就舒服多了。”
齐鲁医院片区的微循环改造是2012

年4月启动的。记者在齐鲁医院附近的西
双龙街遇到了停车泊位管理员常先生。
常先生说，他以前摆摊卖水果，实施改造

取缔了摊位，但是相关部门给他提供了
这份工作。“以前那种堵起来乱糟糟的情
况现在没有了。”常先生说，现在居民出
行停车十分规范，道路比以前明显畅通
了。

交警介绍，今年济南计划完成环山
片区、领秀城社区、玉函南区、七里山
社区、岔路街片区、王官庄社区七区、
郎茂山小区南区、闫千户小区、工人新
村南村社区等21处社区交通微循环改造
项目。

>>>24条主干道已实施“绿波带”

2012年3月，济南市主干道工业北路
实现了“绿波带”。这条“绿波带”，
按设计时速行驶，充分预计车流到下一
个路口的时间，以确保该车流到达每个
路口时正好遇到绿灯。这样的“绿波
带”，目前已经在济南市的24条主干道
上实施了。

经十路的交通压力，不少市民都有
亲身体会。2012年5月，经十路进行了
信号灯“绿波带”设置。东到邢村立交
桥，西至齐鲁大道路口，涉及34个路

口，路程总长52公里左右。“绿波带”
设置之后一个月的调研结果显示，在高
峰期通行能力提高了15%，平峰期通行
能力提高了20%。

3月19日上午，记者搭乘朋友私家
车再次体验了“绿波带”的效果。上午
9：30左右，记者从经十纬十二路口西
侧向东行驶。时间已经过了早高峰，但
是车辆还是不少。一路上，车速在35-
45公里/小时之间，经过纬十二路路口
之前，遇到红灯。绿灯后通行，而后一

连经过四个路口，都是绿灯亮起；在山
大路南口，遇到红灯，停车；随后直接
开上燕山立交桥，在桥南侧等待红灯。

到达燕山立交桥南侧旅游路附近的
目的地，车程正好10公里左右，一共花了
25分钟左右，其中等待大约5分钟。而在
2012年5月之前，记者曾两次搭乘出租车
走过同样的路线，花费大约40分钟。10公
里的路程能节省15分钟左右。不过，这是
在平峰期的通行效果，若遇到早晚高峰，

“绿波带”的作用就不是十分明显。

>>>提高道路限速

高架路上限速只有60公里/小时，即
使是平峰期车辆也跑不起来，增加了车
辆在路上的时间，无形之中也会给道路
“添堵”。近几年两会上，屡屡有政协
委员提议，济南市的高架路应该根据现
有的交通流量和道路情况适当提速，以
缓解道路拥堵的现状。

为此，2012年6月1日起，济南市交
警将二环东路高架路和北园高架路最高
时速由原来的60公里/小时调整到80公里
/小时。同时，市区76条主干路、115条
次干路、189条支路的最高时速也进行了
调整：全市大部分主干路由原来的50公
里/小时调整为60公里/小时，次干路由

原来的40公里/小时调整到50公里/小
时，支路40公里/小时。

随着路网限速的整体提升，不少市
民明显感觉到，在市区开车速度比以前
更快了，尤其是在北园高架和二环东路
高架上，车速能提到每小时80公里，都
能赶上高速公路的最低时速了，有些车

主甚至感慨，如今在高架路上开车都有
种上了高速的感觉。据济南市交警相关
数据显示，最高时速调整后，快速路车
辆通行效率平均提高了33 . 3%，主干路提
高了20%，次干路提高了25%，高峰期报
堵率同比减少20%。

>>>车道瘦身配合直行等待区

“杆石桥路口由西往东压车300米，左转弯需要等待3个以上信号灯”、“北园高架路长途汽车站下桥口压车到了桥上了”、“阳光新路海鲜市场附近几乎已经成为停
车场，建议过往司机选择其他路段绕行”……近几年，早晚高峰路况播报逐渐变成了堵车路段播报。

数据显示，自2007年至2012年12月底，济南市机动车保有量从99 . 59万辆增至139 . 58万辆(其中，济南市内五区及高新区77 . 4万辆)。今年1月4日、5日、6日3天的新车挂牌
数就达4620辆，也就是说济南市目前机动车保有量已超140万辆。面对成几何倍数增长的机动车总数，如何才能更加有效地缓解拥堵呢？

>>>关键词：
“日”字型快速路网

“车多不是导致拥堵的‘唯一杀
手’，同样的汽车数量，同样的城市面
积，如果在城市规划、道路建设、管理
等方面进一步改善，可能会延迟拥堵时
代的到来。”山东交通学院交通与物流
工程院蔡志理认为。

根据最新的济南市缓解交通拥堵议
案，今年，济南市将在城市道路方面投
入巨资，打造“日”字型城市快速路
网。3月21日，济南市二环南快速路的一
些建设细节已初步敲定：西起G104立交
(待建)，东至扳倒井立交(待建)，设计为

双向六车道，由高架、地道、隧道和路
堑构成。作为济南“三横五纵”城市快
速路系统和“五横六纵”快速公交系统
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二环南快速路
的建设一直是市民广泛关注的焦点。

省城二环西路高架路南延后，将对

接二环南路高架路，再加上南延至二环
南路的顺河高架路，“日”字形网络呼
之欲出，快速路网将绕全城。

除高架路开建外，济南还在酝酿将
部分二环道路延伸，实现城区路网与高
速公路网顺畅衔接。

>>>关键词：
绕城高速何时免费

对济南治堵的建议，市民周先生对
记者说：“去年年初，媒体曾报道政府
将把绕城高速公路纳入济南的快速路
网，对济南号牌的车辆免收通行费。现
在都一年了，怎么还收费？”

周先生告诉记者，他家住在十六里
河附近，因为工作上的业务关系，经常

开车去章丘。如果先上南绕城高速，再
到邢村立交桥，一般用不了半小时；如
果不走绕城高速，就得通过其他路段走
到经十路，然后一路东行到邢村立交
桥，一般花费的时间近一个小时。

但绕城高速是收费的，“虽然只收10
块钱，但一个月去七八趟就不划算了。”周

先生说，他和不少朋友交流过，绕城高速
免费，不少车辆可以有更多的出行路线选
择，对治堵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希望相
关部门尽快实施免费政策。

记者了解到，在2012年年初，济南
市治理交通拥堵指挥部出台的关于缓解
城市交通拥堵的工作方案中，确实有绕

城高速免费的相关内容：将绕城高速公
路纳入我市快速路网，定位为三环路，
对本市号牌车辆通行绕城高速公路免收
通行费。

省城一位交通专家也认为，对济南
号牌车辆通行绕城高速公路免收通行
费，确实能对治堵起到积极作用。

>>>关键词：
限私车更要限公车

□本版稿件由记者冯磊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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