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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2月18日，我省第一条高速公路——— 济青
高速公路正式建成通车。这条全长318公里的运输大
通道，纵贯山东半岛17个市县区，贯穿5条国道、15
条省道，连接济南、淄博、潍坊、青岛等重要城市，
对助推全省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为我省的“黄金通道”，济青高速沿线城市
GDP达3 . 15万亿元，占全省总和的43%，承担了全省
近15%的高速公路通行量。自济青高速通车以来，依
赖其便捷通达性而催生、发展、壮大的企业、产业不
在少数。随着我省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济青高速上
的堵车情况日益严重，也为沿线区域发展带来了阻塞
和瓶颈。

为有效解决拥堵，济青高速改扩建工程正式提上
日程。改扩建工程由山东高速集团投资建设，是我省
首条八车道高速公路，是目前国内一次性改扩建里程
最长、投资最大的项目，同时也是山东省首条改扩建
的高速公路。

济青高速自开工之初就面临着无经验可寻，边通

车边施工、节能环保任务重、新旧道路材料与结构适
应性难等问题。面对重重困难，新济青人创新方法，
攻坚克难，不仅集中解决了自身改扩建过程中遇到的
技术难题，进一步提升了工程质量，同时以绿色、智
慧等理念贯穿高速公路改扩建始终，有力推动了交通
行业的转型升级，加快了绿色循环低碳交通运输发
展，打造了高速公路改扩建“绿色样板”，对山东省
乃至全国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引领
作用。

四改八拓宽后，济青高速的通行能力达到8万—
10万辆，从原先的5级服务水平一跃提升为2级服务水
平，相较之前可极大节约运输成本，提升运输效率，
对于沿线区域产业的集约化、特色化、精细化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同样，作为联系沿海和内陆，济南和青岛两
大核心城市的重要通道，济青高速的便捷通畅将促进
人、财、物等多种生产要素的流通，为沿线城市的招商
引资、新旧动能转换、经济均衡化发展提供交通保障。

①八车道济青高速航拍图

国道 2 0 4烟台境全长 1 0 4公里，为一级公
路，设计时速100公里，是胶东半岛中部地区的
重要通道。国道204烟沪线的起点位于烟台市芝
罘区，从这里一路南下直达上海。作为穿越山
东省经济腹地的交通主动脉，这条路自1989年
建成通车以来，在区域交通中一直发挥着重要
作用。

2000年，省交通厅、省厅公路局批准利用3年
时间，投入2 . 85亿元对烟台境进行大修改造。在
创建文明样板路过程中，烟台公路按照“统一规
划，分期改造”的原则，对该路进行了高标准的
大修改造。施工中，把大修工程当作创建文明样
板路的龙头工作来抓，决心创建全省公路养护的
精品工程、标志性工程。

国道204烟台境大修工程，在全省率先实行
了养护工程的市场化，成为深化公路养护改革的
示范性工程；又在国内首次完成3 . 5公里大粒径
沥青混合料柔性基层试验路段，成为一项科技示
范工程。改造后的国道204路面平坦，行车舒

适，成为一条“三季有花、四季常青、乔灌花草
竞放异彩”的绿色长廊。2002年12月，这条路以
优异成绩通过了交通部文明样板路检查验收。

2016年以来，国道204烟台境全线进行了大中
修，经过改造升级的国道204，通达能力全面提
升，促使农产品外运量大大增加，提高了农产品
的产销率和商品化程度。闻名遐迩的烟台苹果，
许多就是从这条路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去年，国道204烟台境作为国家公路网命名
编号调整工作的示范道路之一，9月份顺利完成
调整，切实做到了路网协同一体、信息系统连
续、版面统一简洁、视认清晰准确，让人民群众
出行更加安全、便捷。另外，还突出做好“安
全”文章，针对沿线村庄密集，车流较大、风险
点较多等实际。近年来，通过在重点交叉口设置
左转专用车道、严格控制中央分隔带开口数量与
间距、利用原收费广场划设停车带等措施，打造
了更安全、更畅通的行车环境。

⑤⑤国道204烟沪线

今年，沂水县通过高规格设计、高标准建
设，将泉重路成功打造为一条连接泉庄天上王
城和沂蒙风情旅游景区的重要景观通道，同时
也改善了沿线20多个村庄的出行与生产条件。

据了解，泉重路南起县道曹姚路，北至国
道日凤线，全长17 . 03公里，路面宽度7米。今
年，沂水县投入3700万元进行了中修改造，铺筑
了7厘米厚的沥青混凝土面层，增设了高标准的
安防设施和标志标识，并开通了城乡公交客运。

近年来，沂水县将道路作为生态景观打
造，在该路建造了观景平台3处和微地形11处。
在观景平台，设置了遮阳棚、安全围栏、石
桌、石凳和太阳能路灯。司机可以停车休息，
游客可以停车观景，附近施工者可以就桌餐
饮，傍晚周边村庄群众可以跳舞、乘凉，极大
地方便了群众出行与休憩。同时，在沿线订制
安装了仿古式公交候车棚32座，美化了路域环
境。

按照“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安全畅通”
原则，沂水县投入428万元，对全线安防设施进

行了高标准配套，其中，安装波形梁护栏10余
公里、防撞护栏395米，设置标志标牌213块、
黄闪灯71个、道口警示桩1000余个。按照“典
型引路、重点突破、逐步覆盖、全面提高”的
工作思路，和“增绿色、优生态、重彩化、提
档次”的总体要求，沂水县对全线绿化彩化工
程进行了高标准提升，其中，栽植白蜡、木槿
等乔木1 . 14万株，扶芳藤、红叶小檗等灌木147
万株，金鸡菊、凌霄等花草168万株。沂水借势
造景，依路成景，路景结合，真正形成了“人
在车中坐，车在画中行”的良好景观。

村口定时发班的公交车，结束了过去需要
辗转几次才能出山的窘境；平坦宽阔的柏油
路，也改善了沿线群众种植业结构，从以往种
植单一的、耐颠簸的、短距离运输的油菜和板
栗，发展为种植桃、杏、樱桃、葡萄等各类瓜
果及核桃等各样林果的综合农业经济。便利的
交通运输条件，让山里人、山里货出了山，让
山外人看到了山里的美，尝到了山里的果。

⑥⑥沂水泉重路

1904年6月1日，全长395 . 2公里的胶济铁路全线通
车，从此，山东有了第一条铁路。那时青岛至济南每天
开行客车、客货混合列车各1对，运行时间为14小时49
分，时速为35公里，年旅客发送量80 . 4万人，货物年发
送31万吨。

新中国成立后，胶济铁路这条贯通内陆与沿海的
铁路干线成为牵动山东经济民生的大动脉。1953年，
胶济铁路全线开始配属国产解放型蒸汽机车，1956年
青岛至北京开行直通快车，运行时间为19小时25分，
旅行速度为每小时45 . 7公里。1959年胶济铁路开始修
建双线，1965年青岛至济南直快列车运行时间7小时51
分，普通旅客列车运行11小时54分，最快速度为每小
时36 . 4公里。

改革开放后，胶济铁路又开始双线改造，铺设无缝
钢轨，结束了百年胶济铁路单线行车的历史。1985年青
岛至北京特快列车，运行时间13小时17分，旅行速度达
到每小时66 . 2公里。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胶济铁
路运力日趋饱和，铁路部门开始对胶济铁路进行改造，
使胶济客专年发送旅客能力达到6000万人次以上，货物
年发送能力跃升至2亿吨以上，百年胶济铁路从此告别了
客货列车混跑的历史。

2008年12月20日，我国第一条由既有线改造后的时
速200公里客运专线——— 胶济客运专线开通运营，山东正
式跨入高铁时代。2018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条以地方
投资为主的济青高铁通车，半岛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加
速，两地实现济青高铁、胶济客专、胶济铁路“三线并
行”，胶济通道高峰时段开行客车174趟，时速300公里
的“复兴号”实现济南青岛85分钟通达，山东“双核”
变“同城”。百年风云际会，从胶济铁路、胶济客专，
到济青高铁，济南青岛间的铁路巨变，成为中国铁路发

展的一个缩影。
1949年，胶济铁路列车运行15小时16分，平均时速

25 . 8公里，乘客从青岛出去发去北京要用一天一夜的时
间。如今，列车运行速度提升了10倍。青岛至北京间开
行一站直达“复兴号”高铁，运行时间仅2小时58分。
2018年，济南铁路局集团公司发送旅客1 . 43亿人，是1949
年1503 . 5万人的近10倍。

历经艰辛的胶济铁路在与时代同发展，让出行更为
便捷，让“同城效应”拉近城市的距离，把以前的“出
远门”变成了“串串门”。刷脸进站、在线选座、无人
餐厅等让旅客享受到智能化服务带来的便利，使越来越
多的人青睐高铁出行。当年的胶济铁路为旧中国带来工
业革命的曙光，新中国成立后，胶济铁路又肩负起建设
社会主义海陆运输大通道的重任，把青岛出海口变成内
陆城市的家门口，带动山东半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一
批现代化城市在沿线崛起，山东经济重心也从运河两岸
转向铁路沿线，火车站、银行、俱乐部、影剧院等建筑
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济南、淄博、潍坊等地的商品货物
借助胶济铁路运往青岛港，出口到欧美市场，助推青岛
成为与世界联通的贸易大港。

迈进新时代，以胶济通道为主干，胶州、即墨、潍
坊、黄岛、周村、淄博、娄山等铁路物流园区遍布沿
线，中欧、中亚班列串起亚欧大陆东西两端，不断改写
“一带一路”沿线的山东速度，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经
贸往来、互利互惠的黄金纽带，使走向世界的“钢铁丝
路”更加精彩。

③1904年6月1日，胶济铁路全线通车，共设60个车
站，站舍建筑式样大多具有德式风格，形成一道独特的
风景线

④胶济客专

胶州湾大桥由山东高速集团投资、建设、
经营、管理，该项目于1993年首次组织海上通
道方案专家论证会，2007年5月24日正式开工，
2011年6月30日建成通车，它是我国北方冰冻海
域首座特大型桥梁集群工程，是我国自行设
计、施工、建造的特大跨海大桥，是国家高速
公路网G22青兰高速公路的起点段，是山东省
“五纵四横一环”公路网上框架的组成部分，
是青岛市规划的胶州湾东西两岸跨海通道“一
路、一桥、一隧”中的“一桥”。大桥起自青
岛主城区海尔路，经红岛到黄岛。大桥投资规
模近百亿元，规划全长41 . 58公里，设计基准期
100年，现通车里程36 . 48公里。

胶州湾大桥历时4年多建成，获得国家级奖
励1项，省部级奖励20项，“中国企业新纪录”
21项，14项科研项目通过省、部立项，2011年
上榜吉尼斯世界最长跨海大桥纪录和《福布
斯》“全球最棒桥梁”称号。2013年6月，胶州
湾大桥工程获得第30届国际桥梁大会“乔治·理
查德森奖”，此奖项是迄今为止我国桥梁工程
获得的最高国际奖项。2018年7月胶州湾大桥以
现场核验评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摘得中国公路

行业的最高奖项——— 李春奖。2018年11月，胶
州湾大桥入选山东省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重大事
件之一。

胶州湾大桥建成后给省内济南青岛两大城
市间的交通带来了更为密切便捷的联系。以
前，车辆沿济青高速南线至黄岛后须绕行胶州
湾高速才能到达青岛。由于济青南线的北端起
点与建设中的海湾大桥相连，大桥建成后车辆
沿济青南线、海湾大桥就可一路“直通”青岛。

大桥进一步促进了青岛与半岛城市群城市
间的交通联系，对发挥青岛在山东省经济发展
的龙头地位，进一步加快山东半岛城市群建
设，促进胶东半岛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对青岛来说，胶州湾大桥还是该市“环湾
保护、拥湾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交通枢
纽。大桥建成后，大大缓解青岛胶州湾高速公
路的交通压力，进一步完善青岛市东西跨海交
通网络，扩大青岛市城市骨架，缩小青岛、红
岛、黄岛的时空距离，加强主城区与两翼副城
区的联系，塑造拥抱胶州湾的大青岛城市框
架，为青岛城市的深度发展拓展出崭新的空间。

⑦⑦胶州湾大桥航拍图

山东港口集团日照港是“六五”期间国家重点建
设的沿海主要港口。改革开放之初，为满足北煤南运
和煤炭出口需要，国家决定在日照石臼建设大型深水
煤炭泊位。1978年3月，山东省组织600多人的专业勘
测队伍，对日照百公里海岸线进行了全面勘测。在中
央领导同志的直接关怀下，国家组织专家、学者对日
照及周边海岸线进行了全面勘测、长期论证、深入比
选，做出了在日照石臼选港建港这一重大历史性科学
决策。1980年3月，国家计委批复了港口设计任务
书，同意建设煤码头一期工程两个10万吨级泊位，并
列入“六五”计划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1982年2月17日，石臼港主体工程正式开工。在
既无大中城市依托，又无老港依靠的困难条件下，港
口建设者迎难而上，大量运用新技术、新工艺，开创
了我国港口工程施工的先河。1984年12月，煤码头一
期工程通过部级验收，1986年5月通过国家级验收，
工程总评优良并荣获国家银质工程奖、施工鲁班奖，
入选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十大水运工程。1986年5月20
日，国务院批准石臼港为一类对外开放港口，标志着
石臼港正式开港开放。

建港初期，日照港利用第一期煤码头的工程节余
款中的1800万元资金，建设了第一个万吨级杂货码
头，由此迈出了向综合性港口跨越的第一步。随着2
个30万吨级矿石泊位、3个30万吨级原油泊位、集装
箱专用泊位、粮食码头等一大批重点工程建成投产，港
口功能不断完善，从一个单一的煤炭输出港，逐步发展
成为综合性、多功能、现代化的枢纽港。

近年来，顺应港口行业发展态势，山东港口集团
日照港着力建设诚信、智慧、高效、绿色“四型港
口”，推动港口转型升级，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
口。目前，整个港口规划了石臼、岚山两大港区，
274个泊位，7 . 5亿吨能力，已建成生产性泊位66个，
年通过能力超过3亿吨。

2018年，日照港完成建设投资42亿元，为历年之
最。截至今年8月份，已累计完成工程投资43 . 36亿
元，占年度计划的100 . 9%。海龙湾工程、东煤南移工
程、岚南#15泊位工程、日照港—京博输油管道工
程、第4个30万吨级原油码头工程等10项重点工程建
设稳步推进。

②②山山东东港港口口集集团团日日照照港港石石臼臼港港区区

济南遥墙国际机场于1992年7月26日建成通航，
2000年10月完成飞行区扩建工程；2005年3月完成航站
区扩建工程；2010年启动航站楼南指廊工程。

机场官网信息显示，济南遥墙国际机场占地
7200亩，航站楼建筑总面积11 . 4万平方米，其中南
指廊面积3万平方米，可保障年旅客吞吐量1200万
人次，高峰小时4500人次，飞机起降10万架次的需
求；机坪共44万平方米，设有24个登机桥。截至
2016年底，机场共有航线140余条。2018年，济南遥
墙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1661 . 2万人次，增长
16%。

据了解，近日中国民用航空局正式批复济南遥墙
国际机场总体规划修编(2019版)。新修编的总体规划
将济南遥墙国际机场定位为区域性枢纽机场、大型机
场。按照近期2030年旅客吞吐量5000万人次、货邮吞
吐量50万吨、飞机起降38 . 3万架次，远期2050年旅客
吞吐量80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50万吨、飞机起降
59 . 3万架次进行规划。引入城市轨道R3线(与M6共
线)、R1线和济滨城际铁路，拓宽改造机场高速和东
绕城高速，预留城市轨道线路，全力打造以济南机场
为核心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

⑩⑩济济南南遥遥墙墙国国际际机机场场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
古代运河。京杭大运河流经山东西部，山东经济
文化与社会发展均受到了运河的极大影响。目前
由于天然水源减少等原因，我省只有济宁、枣庄
两地运河仍保持通航。

截至2018年底，我省内河通航里程达到1150
公里，其中主航道济宁市至苏鲁界段湖东线建成
三级航道178公里，湖西航道为六级航道52公里，
其余900公里大部分为等级较低的支线航道。在
建航道项目有京杭运河济宁至台儿庄（济宁段）
航道“三改二”工程、京杭运河湖西航道（二级
坝—苏鲁界）改造工程等项目5个，在建韩庄复
线船闸1座。已建成济宁、枣庄、菏泽三个港
口，泰安港在建，拥有济宁港主城港区跃进、龙

拱、太平作业区等一批现代环保新型港口作业
区，拥有生产性泊位232个，通过能力达到7021万
吨，2018年内河港口吞吐量完成7366万吨，其中
济宁港5949万吨、枣庄港1416万吨。全省注册内
河水运企业281家，2018年全省内河水运企业完成
客、货运量572万人次、4819万吨。

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内河水运发展的首要任
务，就是进一步加大投资，加快港口和航道基础
设施建设，提升内河水运的通过能力和服务水
平，全面建成“一干多支、干支直达”的内河航
道网络和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的港口群，在规
模、质量、效率等方面满足腹地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为实现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⑧⑧长沟船闸

今年1月1日上午10:06，随着首趟地铁从位于长清区
园博园旁边的创新谷站准时驶出，济南城市发展史上迎
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刻——— 轨道交通1号线建成通车，
千年古城从此驶入“地铁时代”。济南轨道交通1号线南
北向贯穿西部城区，是全市轨道交通线网中贯穿南北的
一条主干线，也是济南开工建设的首条地铁线路，全长
26 . 1公里，其中高架段16 . 2公里，过渡段0 . 2公里，地下
段9 . 7公里，总投资129亿元。

在1号线建设过程中，建设者们成功解决了盾构机穿
越“富水高强灰岩”岩溶区等世界性难题，攻克了下穿
京沪高铁、上跨济菏高速桥等重大风险源和技术难关，
较好解决了保护泉水和轨道交通建设的矛盾问题。

此外，1号线开通，串联起了长清和西客站，对于
“创新谷”内的企业来说，时间经济上的商务成本降低
很多，出行效率大大提升。济南西客站是京沪线上的交
通枢纽，依托1号线的高效交通，创新谷到北京上海三小

时经济圈完全打通。1号线对于盘活西部资源，带动区域
经济活跃度具有深远影响。

⑨济南轨道交通R1线

第一条高速公路

第一条八车道高速公路 穿越经济腹地的交通主动脉

质量和标准不断提升的“样板路”

打造以机场为核心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

让山里人山里货出山

让山外人看山里美尝山里果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省交通运输事业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众多交通工程项目在齐鲁大地上渐次

铺陈，便捷了人民群众出行，服务了区域经济发展，

成为展示山东形象的重要窗口与亮丽名片。交通工程

项目的背后，是我省交通发展从投资、建设到管理、

运营、维护等多方面技术的提升、能力的增强，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我省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对新中国成立以

来诞生于齐鲁大地上的交通工程项目进行了梳理盘

点，涵盖公路、铁路、港口、民航、轨道交通等多个

领域，总结过往的辉煌，跨步迈入综合交通发展的新

征程。

建设一干多支干支直达内河航道网

“六五”期间国家重点建设沿海港口

转型升级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

千年古城驶入“地铁时代”

从首条铁路到“三线并行”

从蒸汽机车到“复兴号”

北方冰冻海域首座特大型桥梁集群

塑造拥抱胶州湾大青岛城市框架

■济青高速

■日照港

■济南遥墙国际机场

■胶济客专、济青高铁

■济南轨道交通1号线

■胶州湾大桥

■沂水泉重路

■国道204烟沪线

■京杭大运河山东段

①① ②②

④④

⑤⑤

⑥⑥

⑦⑦

⑧⑧

⑩⑩ ┩┩刀刀盗盗

┩┩刀刀道道

③③

■平阴黄河大桥

平阴黄河大桥位于平阴县西部平阴镇龙桥村
西的黄河上，距县城14公里。由山东省交通厅设
计院设计、交通厅工程大队（原山东高速路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施工，泰安地区、聊城地
区民工团配合施工。1969年春开工建设，1970年
12月1日竣工通车。大桥全长963 . 5米，宽10米，
高14 . 8l米。由主桥和引桥两部分组成，桥两端各
设有两座桥头堡，顶端为三面红旗形状。桥南端
建有一座供游人休息的4柱凉亭和小花园。亭中
有用钻探河底桥基时采集的圆柱基石为柄制作的

巨型火炬。
平阴黄河大桥似长虹卧波，雄伟壮丽，为山

东第一座黄河公路大桥。平阴黄河大桥建成后，
平阴县成了省城济南联接鲁西北的重要门户。平
阴黄河大桥投入运营近50年，日车流量在万辆以
上，是一座有着光荣历史、见证黄河两岸经济社
会发展的桥梁。

┩刀道平阴黄河公路大桥是山东第一座黄河公路大桥
┩刀盗平阴黄河公路大桥现状

山东第一座黄河公路大桥

济南联接鲁西北的重要门户

⑨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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