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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辉民 袁东 报道
近日，东平县举行东平县公路局“全国五

四红旗团总支”揭牌仪式。
“全国五四红旗团总支”是团中央授予的

最高集体荣誉，此次授牌既是对公路战线上广
大青年工作的最大鼓舞，也是对公路系统多年
来重视共青团工作的充分肯定。东平县公路局
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全面推进和不断完善
团的各项工作，竭诚服务青年健康成长，努力
服务党政工作大局，更加充分地调动广大青年
把聪明才智、创造热情、实干精神投入到发展
公路事业上来。

□范姗姗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为营造安全畅通的公路通行

环境，连日来，坊子区公路局全面加强公路安保
设施管护工作，为辖区公路标志标牌及公路中
央隔离带建立信息档案，同时，更换反光道口桩
146根、标志标牌5块，保证了公路安全设施的齐
全、完整。

据介绍，坊子区公路局为辖区公路标志标
牌及公路中央隔离带建立健全了信息档案，明
确地点、类型、维护情况，落实包保责任人，制定
配套管理制度及考核标准，实行动态信息化监
控管理，每月对档案情况进行及时更新。同时，
加强巡查，发现倾斜或损坏的公路桩碑，及时进
行扶正修复；定期对立交桥、隔离带、警示桩进
行拉网式检查。截至目前，辖区内国省道路更换
反光道口桩146根、标志标牌5块，粉刷公里碑
(百米桩)31公里，清洗中央隔离带1900米，保证
了公路安全设施的齐全、完整。

□通讯员 李其波 赵楠 报道
本报烟台讯 日前，烟台市道德总堂在烟

台市公路局正式挂牌成立（右图）。
据了解，烟台市公路局为将道德讲堂办出

实效、办出特色，全局共设立1个主讲堂和25个
分讲堂，每个讲堂都建立了主持人、宣讲员和
业余辅导员队伍，针对一线施工人员工作性质
还设立了“流动讲堂”，实现了道德讲堂建设
的全员参与和无缝覆盖。

据统计，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烟台市
公路局的26个道德讲堂已累计开展活动530余
次，13个基层局中有10个单位先后承办了当地
市(县)级文明办的道德讲堂现场观摩会，许多
普通职工上台分享了自己或身边人的道德故
事。

公路小讲堂在烟台市讲出了大名堂。省交
通运输厅下发通知，在全省交通运输系统推广
烟台市公路局道德讲堂建设经验。烟台市道德
总堂在烟台市公路局挂牌设立，并在烟台市公
路局召开了全市文明单位道德讲堂现场会。

□ 本 报 记 者 侯 颖
本报通讯员 岳文彩 毕伟华

“国道205淄博段共分为5段，分不同年限改
建，2012年我们还改建了4公里。不是我们提前预
见了示范工程建设，而是淄博的地理位置、交通
量需要高质量、高标准的道路，精品工程打造势
在必行。”9月4日，淄博市公路局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

据介绍，淄博市境内有国道205和国道309两
条国道，“十一五”他们对国道309进行全面改造
完成后，从2010年开始，该局便提前谋划国道205
的改造措施，并结合城市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在
2011年就完成了张店城区大外环工程，即现在的
国道205孟家至山嶂埠段，为顺利完成示范路建
设打下了基础。

节能环保施工增“绿”

未雨绸缪，提前谋划，为国道205淄博段建设
开了一个好头，在建设中，淄博市公路局不仅加
大对路域环境的综合整治、提升绿化水平，还积
极实现环保施工、节能施工、文明施工，为国道
205淄博段建设增“绿”。

在国道205淄川收费站路口，淄博市公路局
养护科副科长孙振华告诉记者，他们正在原路面
硬路肩范围内施工含砂雾封层，“这在全省范围
内首次使用，也是淄博段创新运用新工艺、新技
术的体现。”他介绍，在行车过程中，2-3米宽的
硬路肩范围内车辆通行较少，为提高行车道的通
行质量，他们在加厚行车道的罩面、厚度的同时，
对硬路肩仅采用撒含砂雾封层的方式，“我们主
要在一级路采用这种方式，雾封层有防水抗摩擦
的能力，而且硬路肩路面病害少，通行量很少，用
雾封层可以满足正常使用。二级路改造时，我们
全断面进行了罩面。”

好钢用在刀刃上，把节省下来的资源用在更
需要的地方，这也是淄博公路局节能环保施工的
主要体现。施工时对交通环境的维护更体现了该
局精细化的养护理念。没有扬尘，没有浮土，这是
记者在采访淄博段施工时看到的一幕，孙振华介
绍：“这归功于施工时运用到的两台机器，能及时
清扫吸尘，确保施工时的环境质量。”带吸尘功能
的清扫车和工业吸尘器是确保施工环境的“秘密
武器”，清扫车能对大面积段落快速除尘，而吸尘
器对坑槽处理的清扫效果好，二者结合可减轻施
工时扬尘对交通的影响和污染环境现象的发生，
实现环保施工。

全省唯一一条隧道增“亮”

在马公祠隧道，孙振华告诉记者，这是国道
205山东段唯一一条隧道，在本次示范路建设过
程中，他们特别对其进行了全线升级。

“将隧道内的照明设施全部更换为LED照明
灯具，虽然购置成本比普通的高压钠灯高，但其
亮度强，耗电量少，运营成本低，更节能环保。”为
隧道增“亮”的不仅是照明设备，在改造过程中，
他们还对隧道两侧衬砌粉刷了增亮反光漆，为提
升通行质量，隧道还增设了可逆射流风机。“其实
这个隧道只有735米，按照常规标准可以不安装
的，但由于该隧道有弯道，所以专门提升了通行
标准。”孙振华说。

据统计，马公祠隧道共更换LED照明灯具
371盏，更新电缆2900米，设置一氧化碳检测仪1
套，安装固定摄像机4套，可逆射流风机2套等，从
硬件设施上提升通行能力，确保安全畅通。

部门联动保“畅”

在国道205建设过程中，我省沿线地市加大
对道路畅达能力的提升。淄博公路局在确保质量
的同时，致力于提高通行能力，确保道路畅通。

畅通不光是施工过程中的交通组织保障，更
是道路通行能力的提升。据介绍，淄博公路局在
落实“双审制”的同时，还组织交警、路政等部门
对交通组织方案进行评审，形成意见后报省交通
运输厅公路局审批及交警部门审查备案，并在相
关媒体发布施工公告，安排专人督查交通管制措
施落实情况，确保施工现场安全畅通。“之所以与
交警部门联动，是因为在施工过程中需要分段分
幅施工，如果遇到道路拥堵等突发事件，需迅速
疏导交通，对选择分流方式、分流点以及组织分
流等方面，交警部门都能给予很好的建议和支持
帮助。”孙振华说。

不仅如此，淄博公路局在国道205淄博段4个
交通量较大的路口，新增设了4条右转弯车道，

“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提升通行能力，确保道路
畅通，相当于增加一条专门直行车道，有效提升
了通行速度。”

养护工区建设也是为了更好地保畅、提升服
务质量。在桓台，记者见到了在建设中的养护工

区，据悉，这个占地面积100亩的养护工区除了具
有公路养护和路政管理的职能外，还专门开辟了
停车区域，提供卫生间、加水、超市等服务功能。

■采访手记：

要面子更要里子

国道205以河北为始端，终到广东，共经过8
个省(直辖市)，面对交通运输部确定的该项示范
工程建设，各省市都铆足干劲，希望在建设中取
得好成绩。

自8月下旬开始，记者沿国道205山东段，从
北至南采访了沿线地市的示范工程建设情况，在
看到道路等级、通行能力提升的同时，路域环境、
服务能力也大幅上升，“评价一条路，不能光看

‘面子’，更要看‘里子’，重质量。”采访中记者多
次听到这样的回答。

国道309至博山蕉庄段是2005年新修的路，
属于国道205淄博段的一部分，要不是工作人员
提醒，根本看不出这是一条已经使用8年多，而且
从未大中修过的国道，究其原因，无外乎两
条———“里子”质量高，精细化、专业化作业，由内
而外筑牢道路质量，“面子”重保养，见缝就灌，见
坑就补，不让问题过夜。

“淄博是工业城市，也是建材集散基地，车流
量大尤其重型车辆多，我们对道路质量要求特别
严格。”工作人员介绍，仅以交通路口为例，路面
看似平凡无奇，实则“大有文章”：国道309与国道
205的交叉路口，采用了28公分的连续配筋水泥
混凝土路面；淄博段几近所有大型路口或红绿灯
路口，以道路中心为圆心，以200米为半径，所涉
路面都做了10公分的高模量沥青混凝土，尽管工
艺复杂、造价成本高，平时多用于国省道平交道
口或爬坡路段，但在国道205淄博段大幅采用，其
目的直指提高道路使用寿命，强化路况质量，“在
看不见的地方，其实我们更要用心做好。”

精细化成就淄博段精品工程
■国道205千里行

◆如果说国道205莱芜段的历史
风俗再现、“文化公路”、奇石长廊
让人眼前一亮、过目难忘的话，那么
淄博段的国道205给人以精细沉稳的
感觉。

也许是车流量大，重型车辆多，
车轮下的公路以其厚重沉稳，展示着
国道205淄博段的高标准、路况好。

烟台市公路局

挂牌全市道德总堂
全省交通推广经验做法

“全国五四红旗团总支”

揭牌

坊子区
为公路标志标牌建档

□郑军 崔志华 孟翠 报道
本报齐河讯 伴随着工程车辆的穿梭轰

鸣，一条双向4车道、两侧各有宽8米生态廊道
的公路路基，覆盖在乡间小路上，不断向前延
伸。这条正在施工的“西一路”，是齐河县
“三环六纵八横”全域路网中的“一纵”。

齐河县超前谋划，从去年10月份开始，聘
请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济南市政规划院专
家，来齐实地考察，用10个月的时间，制定出
全域城乡一体的大路网规划。主要内容是结合
全域城镇化规划，新建、改造古城大道、西一
路、G308等14条骨干公路，形成“三环六纵
八横”道路体系，彻底消灭断头路，对内串联
中心城区、13个乡镇、60个农村社区、4个重
点产业园区，对外畅通周边7个县市区。路网
总长378千米，设定了三级道路标准，计划投
资28 . 3亿元。

据介绍，路网将于2016年完成，届时全县
17个乡镇(街道)、开发区、度假区20分钟内均
可驶上高速公路。

齐河28亿元
打造全域路网

□初晓 滕石磊 报道
青荣城际铁路牟平段施工正在加速推进，

其中重点控制工程北山隧道已掘进过半，年内
将完成除铺轨以外线下全部工程，2014年竣工
后投入运营。

掘进过半

乳山创新思路
加强路政执法队伍建设

□ 付伟强 张恒星 侯颖 报道
本报乳山讯 9月6日，在乳山公路局路政

大厅，路政分管领导及广大路政执法人员对发
生在某地的一起公路队伍徇私枉法案例进行剖
析。大家着重围绕案件发生原因及事后处理结
果发表自己的意见，分管领导就工作中执法人
员认识不到或认识不清的问题进行详细解剖、
评析，查找工作中存在的隐患点和风险点。

今年以来，为加强执法队伍建设，乳山公路
管理局不断创新思路，多措并举，取得良好效
果。举行事案评析，就是该局创新举措之一，目
前已组织近10次。

此外，该局还聘请来自政府部门、法院、检
察院、企业等方面5名人士担任义务执法监督
员；与乳山市人大、政协、大型运输企业主等方
面人士进行座谈……通过一系列强有力措施的
施行，筑牢了该局路政执法人员的廉政防火墙，
该局至今没有发生一起路政执法投诉案件，路
政执法能力和水平得到社会各界一致肯定。

□ 本 报 记 者 蔡明亮
本报通讯员 王春民

一顶草帽，一件白背心，卷起裤腿，站在吊
机下正指挥施工人员吊装预制板，8月15日，在
平邑县梭庄村的梭庄桥施工工地，记者见到了
让平邑县公路局干部职工交口称赞的李中修，

“干就干最好，争就争一流，不能丢公路人的
脸。”这位精瘦黝黑，言语不多，典型的沂蒙汉
子，言谈中却透漏着对公路的无比热爱和执著。

“工作创新在基层，典型培养在基层”。来平
邑县担任“第一书记”的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局胡
军认为，李中修绝对算得上公路人的一个代表，

“实在、认真、好学、能干”。

“土生土长的桥梁专家”

今年48岁的李中修，不但担任平邑县公路
局蒙山公路站站长，还兼着该局的桥梁工程师，

“别看他只有高中学历，但却是临沂公路系统桥

梁工程师里的一个高手。”临沂市公路局桥梁专
家杨修志说。

1982年高中毕业后就在公路行业摸爬滚打
的李中修，深受桥梁施工员父亲的影响，喜欢上
了桥梁这一工作，争着往施工工地跑。1985年20
多岁的他参加了平邑县东阳大桥的修建工作，
满腔热情的他在工地第一天就碰到了困难———
图纸看不懂。“那时真紧张，干啥都不行，还怕被
老师傅骂，怎么办，那就踏踏实实从头学起。”李
中修告诉记者，高中学的那些知识完全不够用，
他白天就跟着老师傅边干边学，遇到难题就问；
从同事那借来了有关公路工程专业书籍，利用
晚上时间在工棚里彻夜攻读……

这还不够，要想看懂图纸必须重新学习数
学知识。可工地上施工那么忙，一天下来工友们
都累得筋疲力尽，话都懒的说，跟谁学？李中修
想起了还在读高中的妻弟，他那里不是有数学
课本吗？可以借来看看。就这样，白天施工完，晚
上就回去看几何图形，实在不懂，就记下来，趁
空隙回家向妻弟请教数学函数问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就这样干中学、学中
干，渐渐地，图纸看懂了，数据也能计算准了，但
那都是跟着其他人干，自己单独干一座桥的工
作还是碰到了很多困难。

2002年，平邑县修建巩家村大桥时，他担任
了桥梁总工程师，全面负责技术。可这座桥是平
邑县第一座预应力桥，以前从没接触过，到修建
时才发现自己的技术更不够用了。为了随时解
决问题，他就吃住在工地上，反复看图纸，钢筋、
尺寸、数据先后计算了三四遍；为了控制混凝土
配比，他就蹲在旁边，反复试验，直至成功。经过
一年多的较真，大桥质量获得优良工程，李中修
也积累了独立负责大桥施工的成功经验。

“我觉得技术好才能保证质量，这才是根
本。”面对小有的成绩他并不满足。为此，他不断
进修，先后获得了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任职
资格，近年来，他先后参与了60余座桥梁的建
设，均获得了优良级工程，成为了平邑县甚至整
个临沂公路系统的桥梁高手。曾在平邑县公路

局干过桥梁工程师的杨修志就称赞他为———
“土生土长的桥梁专家”。

“不但技术好，踏实能干是他最大的优点。”
平邑县公路局局长朱洪岭说起李中修，就有点
激动，“就这一次梭庄桥修建，前后这才两个月，
我看他瘦了不少，一问才知道瘦了十多斤。”

参与梭庄桥施工的宋久海非常认同地说：
“像支模板、扎钢筋这种小活，他都要亲自去验
收，亲自把关，上一个工序验收不合格，绝不允
许进行第二个工序”。

“对工作太较真”

在蒙山公路站的巡查车上，时刻放着“三大
法宝”，那就是“铁锨、扫帚、锥形标志”。李中修
告诉记者：蒙山公路站负责327国道全长42 . 744
公里的养护管理工作，这条国道是横贯平邑东
西的经济大通道，日车流量达1万多车次，运输
沙石料车较多，货物漏撒等公路突发事件频发，
这“三大法宝”是他们形影不离的工具，“加班加
点也是经常的事。”

2011年10月24日凌晨1点，327国道日东高
速桥下发生货物洒落，接到救援电话后，为了不
打扰站上的其他同志休息，李中修只身赶赴现
场，妻子放心不下，跟随其后，面对呼啸的车辆
他全然不顾，和养护保洁员一起清理洒落物，经
过3个小时的清理，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

分管养护的刘本利副局长告诉记者，李中
修除在公路站干站长外，他还承担了另一项繁
重的工作任务，那就是县局桥梁工程师，每个月
都要带领桥梁管理员对辖区所有桥梁检查一
遍。“其实，这个检查是最脏、最累、又是责任很
大的活。”因为每次都要下到桥底进行检查，而
桥下往往是丢弃病死家畜、脏衣烂布的场所，一
到夏季，臭气熏天，为了保证检查数据准确，也
为了让其他人安全，他都是第一个下去，尤其是
冬天。 2011年12月份检查新枣线东阳大桥时，
由于大桥第三个孔本身有裂缝，必须走到桥下
去查看，而这时河里水虽然不多，但结冰了，不

能使用橡皮筏，李中修就果断先下去，等他快走
到河中央时，冰面发出了“咯吱”声响，早有经验
的李中修赶忙往后退，再往前走一点，他就掉进
冰窟窿里了。

“他这个人对工作太较真了。”15日下午记
者跟随公路站的工作人员孙令军为行道树打药
时，他举了个例子：2011年李站长刚一上任就接
到了迎国检和交通部调研两大艰巨的任务，蒙
山公路站和所管辖的327国道又是迎检的主战
场，为全面做好迎检工作，他带领全站人员加班
加点日夜奋战在公路一线，事无巨细地安排每
项工作，每天都要经过县城好几次，但他却连续
半个月没进家门，在他的带领和辛勤努力下，

“畅、安、舒、美”的公路环境和整洁靓丽的站区
环境赢得交通部领导的高度评价。

“看他干活，有时特别心疼。”杨修志这样评
价李中修的实干。

“他给民工专门开小灶”

“李站长很关心我们，老是怕我们累着了。”
蒙山公路站工作的其他人说。

一个小事就能看出他的品格。“第一书记”
胡军告诉记者，他住在蒙山公路站上，平常他们
中午一起吃饭时，经常见李中修和他的同事就
着咸菜啃馒头，但一到聘请民工前来干活时，中
午必定炒几个菜。“他们更累，拿的钱也少，我们
也只能给他们吃好点。”李中修说。

“虽然他很认真严格，但对事不对人，从不
刁难我们。”宋久海告诉记者，李中修还经常帮
他们解决技术上的难题。

采访中，养护清洁员刘金亮一个劲的向记
者夸赞：“李站长人非常好，厚道能干，给我们说
的最多的就是注意安全。”不仅如此，刘金亮说：

“每次碰到李中修巡查时，都能看到他下车来捡
路边的垃圾，像石子、塑料袋之类的，我们都戴
上手套，可李站长却不带，一点儿不嫌脏。”

就在记者离开梭庄桥施工工地时，李中修
还在电话里嘱咐养护人员：“一定要主要安全。”

李中修———

“干活干得让人心疼”的公路人

◆仅为高中学历，却是系统内
桥梁专家；年迈半百，却挚爱公
路，奋战养护第一线，蒙山公路站
站长李中修无论是工作能力，还是
品格，都让人敬佩，“绝对是公路
人的一个代表。”领导这样评价。

■交通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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