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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蔡明亮

□ 本报记者 冯 磊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日前发布公告，
2015年12月16日开始，将对济青高速北线南
北两侧进行加宽施工。有报道称，济青高速
施工期间限速60公里。济青高速施工对交通
影响几何？限速60公里靠谱吗？如何绕行？
近日，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济青高速已“疲惫不堪”

据山东高速股份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3年济青高速公路全线平均交通量已达
56211pcu/d（折算小客车，下同），其中青
岛至潍坊段汽车交通量为34519pcu/d，潍坊
至淄博段平均汽车交通量为52327Pcu/d，淄
博至济南段平均汽车交通量为67188pcu/d。
大型、特大型车辆占到了30%左右，且大型
车辆长时间占道行驶现象严重，导致道路拥
挤现象严重，大大降低了车辆的行驶速度和
道路的通行能力，高峰时段道路服务水平已
明显下降，目前潍坊至济南段服务水平已达
到四级。

济青高速公路特别是潍坊至济南段服务
水平急剧下降，与其承担的交通运输任务和
在路网中的作用不相匹配，已不能适应经济
社会和交通发展需求，服务社会的效率明显
降低，济青高速公路的改扩建显得尤为必

要。
据介绍，拓宽后的济青高速将成为双向

八车道，工程投资估算总金额为3079943 . 5
万元，平均每公里造价9961 . 9万元。其中建
安费为1894678 . 6万元，占投资估算总金额
的61 . 52%。

限速仅为保障方案之一

“如果济青高速施工，难以满足像目前
这么大车流量通行需求。”相关负责人表
示，如果济青高速车流量得不到有效分流，高
速公路就无法保证顺畅通行，而且行车安全、
施工安全和施工进度都得不到充分保障。

济青高速公路拓宽施工期间，将根据施
工不同时段划分，在部分时段需对大型车辆
进行强制分流。按三级服务水平控制，施工
路段将限速60公里/小时。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本项目正式需要分
流的时间是施工期第三时段开始，即从2017
年上半年开始，需要大量分流的时间在2017
年上半年以后。

省高速交警总队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限速问题仅仅是工程设计时提出的保障方
案之一，一是不可能立即限速，二是如何限
速、哪些路段限速，都要经过系统科学的方
案研制，不可能从施工开始后，济青高速全
线限速60公里。”

济青高速公路拓宽施工将于2015年12月
底开始征地拆迁和土源准备、材料储备工
作；2016年6月底完成特殊地基处理、涵
洞、通道建设及96区以下土方填筑；2016年
10月初全线开始路基96区填筑施工；2017年
2月初左侧路面开始施工；部分互通及上跨
桥的拆除、改建施工；2017年12月底之前完
成右侧桥梁、立交以及路面工程施工；2018
年5月初开始右侧路面分段封闭施工；2019
年1月底完成全部路面工程、桥梁工程，基
本实现开放交通；2019年6月底完成附属工
程，全面建成竣工。

根据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披露的项目
公告，现有路网条件满足不了施工期间交通
分流，需提前进行相关路网的改建，才能实
现“将交通量控制在允许范围内，采取强制
路网分流过境车辆、分流区间货车、引导分
流区内货车和客车”的交通组织方式。

客运车辆优先分流

根据济青高速公路历年交通量资料，
2013年济青高速公路客车占56 . 7%，比重逐
年增加；货车占43 . 3%，比重逐年减少。从
交通流理论看，影响道路通行能力的因素很
多，其中大型车混入率对通行能力的影响是
目前国内最突出的问题，车流速度离散性很
大，从而影响整个车流的运行质量。

济青高速公路往年大修的经验也反映，
在对速度较慢的大型车进行禁入后，路段整
体服务水平有明显的提高。因此，在分流对
象上依据车型进行了划分：大型货车、小中
型货车、客车，其中客运车辆通行为第一优
先级，小中型货车为第二优先级，大型货车
为第三优先级。

当扩建施工期间遇有下列情况之一，不
具备道路通行条件时，便需要关闭施工路
段，实行交通分流。其中聊城及以远地区至
青岛市区分流方案是，聊城及以远地区—表
白寺枢纽—青银高速—机场枢纽—济南绕城
高速—港沟枢纽—莱芜枢纽—青兰高速—马
站枢纽—胶南枢纽—徐村立交—青岛市；济
南市—潍坊市分流方案是，济南市—G309—
邢村立交—淄博新区立交—潍坊市，济南
市—G309—邢村立交—淄博新区立交—花都
大道—潍坊市，济南市—S102—郭店立交—
G309—淄博新区立交—花都大道—潍坊市；
济南市—青岛市分流方案是，济南市—零点
枢纽—小许家枢纽—港沟枢纽—京沪高速—
莱芜枢纽—青兰高速—马站枢纽—胶南枢
纽—徐村立交—青岛市。

此前也有人建议，利用价格杠杆调节济
青高速南北两线交通流量，对部分价格敏感
车辆形成有效分流，减轻济青高速拥堵压
力，保障扩容改造施工期间行车安全和施工
安全，但未得到有关部门采纳。

12月16日开始，济青高速北线拓宽施工———

这段路为何限速60公里？

□ 本 报 记 者 郝雪莹
本报通讯员 马桂山

为抑制船舶排放对海域造成的污染及相
关损失，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珠三角、长
三角、环渤海（京津冀）水域船舶排放控制
区实施方案的通知。其中，我省烟台、威
海、潍坊、东营、滨州等市海域及内河水域
被划入环渤海（京津冀）水域船舶排放控制
区范畴。

根据控制要求，2016年1月1日起，船舶
应严格执行现行国际公约和国内法律法规关
于硫氧化物、颗粒物和氮氧化物的排放控制
要求，排放控制区内有条件的港口可以实施
船舶靠岸停泊期间使用硫含量≤0 . 5% m/m
的燃油等高于现行排放控制要求的措施。排
放量逐年递减，2019年1月1日起，船舶进入
排放控制区应使用硫含量≤0 . 5% m/m的燃
油。

到2019年底前，评估前述控制措施实施

效果，确定是否扩大排放控制区地理范围，
和其他进一步举措。船舶可采取连接岸电、
使用清洁能源、尾气后处理等与上述排放控
制要求等效的替代措施。

对于环渤海水域船舶排放，山东海事部
门提出相关建议、采取各项措施，竭力保障
辖区水域安全与洁净。

今年3月18日，在省人大城乡建设与环
境资源保护委员会工作联系会议上，山东海
事局介绍了山东辖区海上面临污染风险越来
越大的严峻形势。

根据山东海事局统计，近年来，山东省
危险货物吞吐量持续大幅增加，屡创新高。
船载危险货物尤其是油类、有毒有害类化学
品运量持续增长带来的潜在污染风险居高不
下。除了船载危险货物造成的环境威胁，长
期以来，环渤海区域多地频发现不明油污现
象，上岸油污主要集中于山东省烟台市和河
北省秦皇岛、唐山等市岸线。

今年6月5日是新环保法实施后的首个

“世界环境日”，山东海事局当天首次发布
《2014年度山东沿海船舶污染防治工作状
况》白皮书。

白皮书的发布，有利于社会公众对海事
涉及海洋环境保护职能和工作的了解，有利
于货运企业对山东沿海危险货物信息的总体
掌握，有利于航运企业对涉及船舶防污染违
法违章行为的宣贯，有利于科研机构明确海
事部门对于应用性科技需求的方向，同时对
于环保、海洋等涉海机构之间信息的共享和
辖区各级海事机构对船舶防污染总体发展方
向的掌握起到积极作用。

针对渤海湾水域现状，今年全国两会上
曾有海洋环境方面专家建议，将“建立环渤
海污染统筹防治机制、事故预警预报和应急
联动机制”上升为国家行为。推进法治建
设，倡导全民监督，在中央政府统一协调组
织下，建立环渤海各省市协调机制，并成立
专门机构，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环
境执法提供相关的法律依据。建立国家级的

环渤海环境保护委员会，重点建立渤海海湾
治理联盟。

为形成海洋环保的合力，维护山东沿海
蓝色经济的优良环境，山东海事局局长袁宗
祥提出，推进海陆统筹的环保立法体系，推
进港口船舶污染防治、船舶大气污染防治、
危险化学品（污染危害性货物）污染防治专
项立法，加强船舶大气、港口粉尘等新型污
染源控制。推进山东省海洋大环保长效工作
机制建设，由山东省政府牵头，海事、环
保、海洋、渔业、港航等建立海上环保“四
联”机制。加强海洋污染应急能力建设，设
立海上污染应急处置启动基金。加快港口和
临港工业区淘汰落后产能步伐。

目前，山东海事局与山东省环保厅就联
防联动事宜达成共识。下一步，山东海事局
将加强与省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联系，积极
推进在船舶污染防治地方立法、应急能力规
划、应急体系和机制建设等领域的交流与合
作。

环渤海水域船舶排放控制区划定———

船舶污染防治亟须地方立法

□记 者 郝雪莹
通讯员 马桂山 报道

本报青岛讯 记者近日从山东海事局了
解到，5年来，山东海域没有发生一起客船
人员死亡事故，辖区交通运输船舶等级事故
数量连续4年创新低，水上客运安全形势持
续稳定。

年商船流量66万艘次、日均客运量10万
人次、旅游旺季海上游客月均600万人次，
面对如此庞大的海上交通流量，作为海上安
全主管部门山东海事局严格落实船舶禁限航
规定，建立预警信息发布机制、提高信息发
布效率，通过在必要时刻采取必要手段，守
住安全的底线和红线。

据了解，山东辖区客运船舶面临三大风

险源——— 恶劣天气条件下客运船舶瞬间翻
沉、碰撞、火灾。为提高预报信息的准确
度，芝罘海事局指挥中心在海上设立了1条
测风线和5个测风点，协调气象部门在航线
四周新建了4个海岛气象站，安装了12台测
风仪和雾探器，最终实现恶劣天气的不错
报、不瞒报。

“严格落实船舶禁限航规定，把住安全的
最后一道关口。”山东海事局船舶监督处处长
刘波告诉记者：“‘十二五’以来，山东水上交
通事故较‘十一五’期同比下降了45%。”

针对客运船舶安全监管不能只靠单打独
斗的形势，海事部门厘清客运船舶所有人或
经营人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地方政府属地
管理责任和海事管理机构安全监管责任，联

合当地政府、客运企业，形成齐抓共管的监
管合力，并按照“一航线一档”、“一船舶
一档”、“一船员一档”的要求建立船舶、
船员数据库，通过日常工作绩效考核和不定
期监督检查，强化责任落实和追究，将安全
监管的权责落实到每一个环节。

“人是安全的根本因素，船长和船员是海
上安全第一岗”。为此，山东海事局大力实施
船员素质提升工程，全力打造山东船员品牌。
通过市场调节、政策扶持和监管引导，逐步改
善山东省船员培训的层次、结构和规模；落实

“法律法规掌握到位、规律探索总结到位、服
务措施提供到位、公正举措保障到位、监督检
查责任到位”的管理模式，指导辖区相关企
业、船舶提高船员管理水平。

我省沿海客运五年无一起死亡事故

□崔克臣 报道
“全体员工禁止在场站及办公区吸

烟，不得摆放香烟、烟灰缸等用具，一旦发
现 每 次 对 吸 烟 者 罚 款 5 0 元 ， 并 没 收 烟
具……”12月8日，交运集团（青岛）莱西
在所有场站及办公区域发布“禁烟令”，开
展建立“无烟场站（办公区）”活动。

□记者 吴荣欣 戚加绚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交通部门了解到，截至11月

底，我省已淘汰营运性黄标车近20万辆，基本完成营运
黄标车淘汰任务。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机动车排气污染
防治的一系列文件要求，全省道路运输系统加快淘汰营
运黄标车，全省在册营运黄标车数合计199426辆。截至
11月底，已淘汰198619辆，占实际营运黄标车数的
99 . 6%。其中，公交车6533辆、出租汽车399辆、长途客
车2536辆、载货汽车189151辆。

在加快淘汰营运黄标车的同时，大力发展新能源车
辆。截至11月底，全省新增新能源汽车6697辆，总数达
到101343辆，比去年增长7 . 08%，超额完成年初新增新能
源车3000台的目标任务。其中新增新能源公交车5226
辆，总数达到23334辆；新增新能源出租车290辆，总数
达到63856辆；新增新能源长途客车（含旅游包车）89
辆，总数达到3707辆；新增新能源载货汽车1092辆，总
数达到10446辆。

□记者 陈 明 报道
本报潍坊讯 12月10日，“潍营”号滚装货船从潍

坊港正式起航，宣告了潍坊至营口间的鲁辽陆海货滚甩
挂运输大通道正式贯通。

据了解，鲁辽陆海货滚甩挂运输大通道项目是山
东、辽宁两省，潍坊、营口两市共同推进的合作项目，
该项目以山东的潍坊港和辽宁的营口港为陆海联运衔接
基地，利用渤海湾水运资源打造我国第一条货滚多式联
运通道，形成连通华东—东北地区的物流大通道，项目
运营将带动交通运输和鲁辽两省及腹地区域经济综合、
低碳、平安、持续发展，对于蓝黄两区建设和对接东北
亚等国家战略实施也具有重大意义，并依托营口—满洲
里—欧洲的海铁联运“新丝路”推动潍坊营口打造为国
家“一路一带”重要节点。

□记者 吴荣欣 报道
本报青岛讯 日前，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

公司研制的地铁牵引传动系统、网络监控系统、制动系
统及辅助电源等轨道交通核心装备通过中国城市轨道交
通协会技术装备委员会组织的评审。这意味着中车四方
所开启了城轨列车核心系统集成服务的新时代。

牵引传动系统即列车的“发动机”，它决定着列车能否
快速平稳运行；网络监控系统即列车的“大脑”，它让列车
实现智能化管理，控制列车的牵引、制动、供电等系统；制
动系统即列车的“刹车”，它决定着列车能否精准、平稳停
车。牵引、网络、制动三大系统的一体化，将会进一步提高
列车的运行可靠性。牵引、网络、制动三大系统一体化丰富
了青岛轨道交通核心装备制造业系统集成序列，为青岛
轨道交通千亿产业链的建设再添一分力，为自主化轨道
交通装备“走出去”储备实力。

无烟场站

□刘 勇 滕 利 报道
▲近日，微山县治理超限超载领导小组

召开动员会，进行为期3个月的不作为乱作
为专项整治。自开展集中联合治超以来，全
县共查处超限超载车辆137辆，卸载货物
1300余吨，交警记分411分，治超取得了显
著成效。

□张建伟 陈 松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2月5日，由山东省科学

技术协会指导，山东电子学会、山东省信息
产业协会主办，山东交通学院和山东软件工
程师培养基地联合承办的第二届山东省大学
生电子与信息技术应用大赛圆满落幕。

本次比赛是全省大学生的技能比武、技
能展示平台，参赛选手涵盖全省大多数高
校，涉及高职、本科、研究生等学生，充分
展示了我省大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及科技创
新能力。多项大学生作品在与天使投资人的
洽谈中成功合作，实现了大学生科技创新作
品产业化的转化。

大学生电子与信息技术
应用大赛落幕

□徐丽媛 报道
本报青岛讯 经过长久期待和多轮测试，青岛迎来

地铁时代。自2009年以来，青岛市审计局围绕在建的5条
地铁线路工程建设情况，持续开展全过程跟踪审计。跟
踪审计涉及项目概算总投资1100多亿元，年审计资金量
已达到150亿元，累计审减投资节约建设资金1 . 77亿元。

跟踪审计坚持关口前移、提前防范，着力关注资金
筹集使用、征地拆迁、招标投标、物资采购、投资控
制、环境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时纠正了建设
手续办理滞后、征迁补偿不规范、多计工程价款、临时
占地费用票据不合规等问题。同时，该局还积极创新审计
方法，利用率先研发的政府投资审计监督管理系统，加强
对地铁工程的远程监控和动态审计，有效提高了跟踪审计
质量，促进了项目建设顺利推进,提高了投资效益。

青岛审计为地铁建设
保驾护航

我省淘汰

营运性黄标车近20万辆

鲁辽陆海货滚甩挂运输

通道正式贯通

□马艳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了在冬季期间给广大驾乘人员出行

提供良好的行车环境，连日来，山东高速蟠龙收费站多
措并举做好冬季站区道路畅通的各项措施。

冬季期间强化路面管控，启动特殊天气道路的巡查
机制。同时，建立联动机制，互通信息，做到路面有积
雪、结冰或发生拥堵现象时，能够第一时间得到信息，
并及时安排进行防滑、除冰，保障道路畅通人员机械上
路展开除冰、除雪、撒防滑料融雪剂等工作，排除险
情，疏导车辆安全通行。

蟠龙收费站多措并举
保障道路畅通

城轨列车核心系统
在青岛制造

济南国际机场
旅客吞吐量破900万人次

□记者 吴荣欣 戚加绚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2月10日，济南国际机场年内服务进出

港旅客900 . 4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预计今年济
南机场旅客吞吐量约950万人次，再创历史新高。

济南机场现执行航线120余条，其中，国际航线10条
（首尔、曼谷、新加坡、清迈、大阪、暹粒、金边、清
州、巴厘岛、岘港），地区航线6条（香港、澳门、台
北、高雄、花莲、台中），平均每周进出港航班1700余架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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