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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繁华商圈却“破衣烂衫”，
济南市已将30多条问题道路整修列入今年重点项目，

为缓解城市供热紧张局面，逐步消除冬季热源不
足和“小马拉大车”问题，济南市确定2012年对三大热源
厂实施扩建工程，新建两大热源厂，并回收改造200个小区
自管换热站。

扩建的三个热源厂分别为：位于高新区的东新热电厂，
增建五台70兆瓦热水锅炉及配套管网，一期建设两台。历城
区的莲花山热源厂、天桥区的北郊热电厂，各增加一台70兆
瓦热水锅炉。

新建的两处热源厂为历城区的唐冶热源厂和市中区的
腊山热源厂，分别新建六台70兆瓦链条式热水锅炉并同步
建设配套管网。

领秀城锅炉房也进行扩建，增加一台58兆瓦的热水锅
炉，绿园小区锅炉房改造，新增一套35兆瓦的热水锅炉。

在解决热源紧张的同时，针对饱受诟病的小区自管换
热站，将逐步回收改造，今年计划回收200个自管站。

消除100户以上小区水压问题

经过近几年的改造，济南城区水压不足问题逐步消除，
今年计划升级17个供水低压片区，100户以上的规模小区将
不存在水压低的问题。

在历城区建设的东区水厂一期工程供水能力为每天10
万吨，今年基本完成投资。同时建设、改造东区水厂配套加
压站、无影山加压站、济西二期工程配套加压站、龙洞等7处
片区加压站、南外环及大学城加压站。

新建工业南路及刘志远加压站配套供水管网，新建无
影山加压站配套管网。

市政部门对燕山小区、匡山小区、舜玉小区等17个供水
压力不足片区的供水管网实施升级改造，基本消除100户以
上规模小区水压不足问题。

新建1 .5万套公租房3000套经适房

今年，济南市新建1 . 8万套保障性住房，其中公租房
1 . 5万套，经适房3000套。推进文庄新居、盛福片区等27个
公租房项目，完成西蒋峪、清雅居等18个公租房和八里桥新
居、清河新居等3个廉租房续建任务，支持铁路局济南站南
货场、济南重机等7个经济适用房项目建设。

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方面，完成官扎营一期、梁庄安置
房续建任务，新开工官扎营二期、万盛片区、中大槐树、北大
槐树等5个棚改安置房建设，新建棚户区改造安置房2000
套。推进唐冶、雪山、姚家等39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新建安置
房2万套。

启动大明湖-小清河通航工程

如今，护城河、大明湖和小清河都可以乘船游览，护城
河和大明湖也实现了通航，何时实现大明湖和小清河的通
航是市民们最关心的事儿。今年，济南市也将实施大明湖-
小清河通航工程。该工程南起大明湖北侧，北至北湖南岸。
项目(含北湖)河道全长约2 . 3公里，包括拆迁、河道开挖砌
垒、船闸及桥梁建设、清淤支护、园林景观建设、管线改造、
灯光亮化等，将结合核心区的建筑与景观，打造公共滨水空
间，丰富旅游休闲功能，完善旅游休闲配套设施，形成体现
泉城风貌的水上旅游观光线路。

另外，名泉保护管理工程方面，将对袈裟泉、净明泉等名
泉进行整修及周边环境整治，并开展名泉宣传，积极推进名泉
申遗工程，编制名泉保护总体规划、明府城泉水环境保护规
划，建立名泉管理信息化系统等工作。(记者 赵国陆 李明)

新建腊山、唐冶两大热源厂

坑洼路、断头路、卡脖路……目前，济
南市区内仍有多条道路路况堪忧或难以
打通，成为影响城区道路通行能力，加剧
交通拥堵的重要制约因素。近日，济南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全市项目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2012年度重点项目安排》，今
年济南市将重点对市区内15条道路实施
改造。

今年，济南市将陆续启动对经一路东
延道路、旅游西路(东段)道路、七里河北
延、二环南路南延、土屋路、幸福街道路、
经六路延长线道路、历阳大街西段道路、
纬九路南段道路、宝华街—通普街、幸福
柳路、洪山路南延、港西路改建、龙洞一期
市政道路建设、和平路东延等道路的改造
建设。

拓宽道路、打通断头路、完善市政管
线……通过改造，上述道路不仅路况会比
现状得到进一步改善，还将提升道路沿线
的排水、供热等市政基础设施。

高新区将建设9条道路

市区25条路进行路灯改造
济南市市政公用事业局今年还将对

黄台南路、纬一路、机床八厂路等30多条
市民反映问题较多的道路进行大中修整
治，全面提升道路路面质量和市政配套能
力。还要对存在重大交通安全隐患的主次
干道支路坑槽、裂缝、检查井塌陷等病害
进行整修，消除交通安全隐患。

为了更好地完善东部新区的城市路
网，今年济南高新区还将实施孙村新区5#
路西延、12#路东延、旅游北路、小汉峪中
路、34#路东延及35#路南段、凤凰南路
(含小汉峪沟桥)、龙奥北路、奥体4#路、奥
体10#路等9条道路建设及大正路提升改
造工程。

针对省城部分桥梁隧道老旧的情况，
济南今年还实施城区桥梁及隧道维修改
造工程，包括八一立交桥匝道加固，郎茂
山桥、少年路西桥、西十里河桥、青年桥、
山东剧院公交停车场桥大修加固，十里河
桥、粟山路桥、铜元局前街桥、迎济桥拆除
重建以及市区百余座桥梁中小修等；建立
道路桥梁隧道涵洞安全监控检测及数字
化管理系统。

此外，济南市还将对市区内架空线路
及存在安全隐患的路灯设施进行整治，对
市区25条道路的路灯进行改造提升。

快速轨道交通今年

做好前期规划报批工作
据记者了解，今年济南在对外交通方

面也加大了建设力度，今后市民们出行将
更加方便。其中，快速轨道交通今年会做
好前期规划报批工作。

这些道路包括：石济客运专线(济南
段)线路总长319公里，其中济南段61公
里，建设标准为双线电气化，列车运行设
计时速260公里；新建长清黄河公路大
桥，线路全长8 . 835公里，双向四车道一
级公路技术标准，设计速度100公里/小
时，桥梁及路基宽度26 . 0米，与济聊一
级公路相连接；济南至乐陵高速公路及
连接线工程是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长
64 . 2公里；连接线长33 . 6公里；济南至
东营公路也要建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
长43 . 5公里。

另外，济南绕城高速燕山立交桥至柳
埠连接线将建一级公路，长31公里，而市
民们最关心的济南快速轨道交通工程也
将在今年做好前期规划报批工作。

(记者 李明 赵国陆)

市区15条道路今年实施重点改造
并整修市民反映问题较多的黄台南路等30多条道路

省城纬一路周边是繁华的商业区，

不仅有大观园、万达等大型商场，商户

也非常多，附近道路交通繁忙。纬一路

从经七路到经十路的路况不错，但其北

段却比较狭窄，而且坑坑洼洼，其中经

一路到经四路这部分路段通行条件非

常不好。住在附近的居民都希望身处繁

华商业区的纬一路这段卡脖路，能尽快

平整、畅通起来。

16日上午，记者来到经一路和纬一路交
叉口，这里是纬一路的北起点。刚开始的几十
米路况还不错，比较平整，但是从馆驿街到经
二路，路况开始变差。不到300米的路段上散
布着各种井盖子，而且井盖子周围的路面损
毁严重，井盖子有凸起的也有凹下的，汽车从
这里经过，都得小心地绕着走。

在纬一路和经二路交叉口东北侧的机动
车道上，有20多米长的一段路，路面像被凿过
似的，坑坑洼洼，汽车走过这段路时起起伏

伏。“现在还算好的，前段时间下雨，水都把这
些坑子灌满了，我亲眼看到一个骑摩托车的
从这段路驶过，摔倒在水里。晚上从这里骑车
子走，也很容易被‘坑’。”在路边开店的刘女
士说。

把车停在路口附近的朱先生则说，从这
段路走，既要躲着井盖子，又要躲着路两边
的车，还要躲着路上的坑，更要躲着行人，本
来就不宽的路开起车来左摇右摆、上下起
伏，“跟坐船似的！”

过了经二路路口，不少车辆不再直接停在
路两侧，而是斜着停到路东侧的树中间，但是
很多车的车尾还占据着一部分车道。也有一些
车辆停靠在路右侧，一侧轮胎轧上路牙子，半
个身子占据着路面。记者发现，此处路段限速
每小时50公里，在附近摆摊的孙先生说：说是
限速“50”，但是由于道路窄，大部分时候车能
开到二三十公里(每小时)就不错了。

记者顺着纬一路向南走，一直到经七路
路口，路两侧有不少小商贩摆摊，尤其是从经
二路到经四路之间，本来路不宽，只有两车
道，路边的小摊一摆起来，路更窄。几个附近

居民说，万达在建的时候小摊更多，一到下班
的点儿整条路水泄不通，从经二路到经四路
500米的距离开车能走半个多小时，就算是行
人也不敢在车流中乱走。

过了经四路路口向南，路面比较平整，但
是附近门头房的市民说，到下班时间这里也
会堵得很厉害。过了经七路一直到经十路，纬
一路中间是美丽的绿化带，两侧是双向四车
道，还有自行车道。

“要是能把纬一路北段整修成南段这样
就好了。”在采访中，不少居住在纬一路北段
的居民都发出这样的感慨。

16日下午，记者从市中区市政工程管理
局了解到，纬一路(经二路至经四路段)近期
将进行大修，施工完成后将大大改善纬一路
的交通状况。

市中区市政工程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
纬一路上一次大修是在2000年，当时只是进
行了一次垫层，近几年由于万达施工，纬一路
破损较为严重，现在路面下400mm管径的雨
污混流管道早已老化且堵塞严重。大修之后，
将实现雨污分流。

据了解，这次纬一路大修工程是从经二
路到经四路，全长约500米，计划投资713万
元。市中区市政工程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这
次大修不光修整路面，交通信号灯等配套设
施也会一起修缮，新建敷设雨水、污水管道并
接入相应的市政管网。

至于开工日期，这位负责人说，招标工
作已经完成，目前正在与市里就纬一路拓宽
工程进行沟通，一旦沟通下来，很快就会动
工。

省城今年404个重点项目城建占了近七成
趵突泉周边将建慢行系统示范工程，城区再添6座过街人行天桥

生活日报8月20日讯(记者 赵国陆 李明)近
日，济南市政府办公厅下发通知，济南今年确定的
404个重点项目，上半年已开工69 . 3%，投资276亿
元。部分项目仍进度偏慢、手续不完善、建设资金不
到位。在半年调度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小幅动态调
整。

为全面推动大项目建设，增强综合实力和发展
后劲，根据“加快科学发展、建设美丽泉城”推进大
会提出的“项目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济南市2012年
确定了404个重点项目，含125个实体经济项目、279
个城建管理项目，建设进展情况总体良好，上半年
共完成投资276亿元，占全年投资计划的36%；开工
项目280个，开工率达到69 . 3%。从调度情况看，部
分项目仍存在进度偏慢、手续不完善和建设资金不
到位等问题。对半年调度分析的基础上，将部分项
目和相关建设内容实施小幅动态调整。

通知要求，对列入计划尚未开工和进展缓慢的
重点项目，全面促开工、抓进度。审批部门按照有关
规定简化审批程序，实行限时办结。需要报请上级部
门办理手续的，市相关部门要安排专人跟踪服务。

对建设资金紧张的项目，多渠道筹措资金。对
签约授信后的项目要加强跟踪、指导和考核，确保
信贷资金尽快足额到位。采取银团贷款、全球授信、
企业债券、信托等方式，进一步推进银企合作。涉及
财政投资的，要严格初步设计和概算审批，合理控

制建设、投资规模，加大资金争取力度，尽快落实项
目建设资金。

对受土地制约的项目，要合理安排土地资源，
保障用地需求。围绕重点项目建设，积极申报争取，
尽最大努力解决土地指标。加快清理闲置土地，注
重集约用地。

此外，建立重大项目绿色通道制度，在项目审
批、用地指标、资金扶持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对符
合中央、省资金投向的项目优先安排申报，优先向金
融机构推荐，并协调直接融资；对具备用地报批条件
的项目优先安排用地指标；对新开工项目优先纳入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绿色通道，提供代办服
务；电力、交通、供气、供水、供热等单位要优先保障
重大项目建设需要。

据记者了解，济南市发展绿色交通，保障步行
和自行车出行权成为首要任务。济南市今年将实施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改造工程，在以趵突泉泉群
为代表的周边，对老城区泉城特色标志区及奥体文
博片区等新城区道路实施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
示范工程建设。

与此同时，今年济南市还将采取市场化形式完
成城区花园路、经十东路、二环西路等6座过街天桥
的建设，通过完善城市道路慢行系统及过街人行天
桥设施，进一步提升道路通行能力，有效缓解市区
交通拥堵。

生活日报8月20日讯(见习记者 杨璐)有
市民向本报记者反映，济南大明湖路景区外围
的人行道上有不少井坑没有了井盖，无人管理。
20日上午，记者沿着明湖北路南侧的人行道，从
历黄路与明湖北路交叉路口出发一路向西走，
沿途发现了几十个直径约40厘米、深约20厘米
的井坑，没有井盖，杂物、淤泥堆积其中。

“没有井盖已经三四年了，有人害怕踩
空，在里面放了一块砖头。”一位在人行道边
卖衣帽的摊主指着顺河高架桥入口处不远的
一个井坑说。

记者注意到，这些井坑有的井盖破碎塌
陷，有的井坑被淤泥覆盖，有的井坑被砖石填
满，有的井坑干脆成了垃圾坑。记者数了数，
在这段人行道上，一共有30个井坑没有了井
盖，每个井坑相距约50米。正在明湖西路与济

安街交叉路口的一处站牌候车的黄先生告诉
记者，向西还有不少这样的井坑。

“井坑旁边就是盲道，万一盲人路过不小
心摔倒，多危险！”附近居民刘女士每次路过
时总是小心翼翼的，她希望有关部门尽快解
决这个问题。

记者就此电话咨询了天桥区市政管理
局。一位赵姓工作人员说，丢失的井盖是煤气
检查井的阀门盖，因为这条煤气管线已废弃
不用，所以这些井也就没用了。至于煤气检查
井属于哪里，他表示不清楚。

这位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之前已有不
少人通过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反映这个问题，
天桥区市政部门正在计划把这些废弃的井坑
填死。目前施工计划已经上报，但具体开工日
期尚未确定。

重重点点项项目目二二环环西西路路工工程程正正在在施施工工。。记记者者 赵赵国国陆陆 摄摄

几十个井坑人行道上戳了三四年
居民希望有关部门赶快管管

整修工程已完成招标
市政部门表示有望近期开工

经二路到经七路路段
路面坑洼依旧，路边小摊众多

经一路到经二路路段
井盖子多、路面坑洼，开车跟坐船似的

京京福福高高速速公公路路西西侧侧的的小小清清河河施施工工现现场场。。((记记者者 赵赵国国陆陆 摄摄))

在在经经二二路路与与纬纬一一路路交交叉叉口口附附近近，，一一辆辆轿轿车车驶驶过过2200多多米米长长的的坑坑洼洼路路面面。。 记记者者 张张爰爰杰杰 摄摄 纬纬一一路路北北段段本本来来就就不不宽宽，，两两侧侧小小摊摊占占道道经经营营加加剧剧拥拥堵堵。。 记记者者 张张爰爰杰杰 摄摄

■新闻链接

■点击重点项目

纬一路北段盼大修
其中纬一路工程有望近期开工

□本报记者 张爰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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