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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报热线 值班记者 梁琨 实习生王雅琪 此处“断头路”何时打通？

交通蝶变交通蝶变交通蝶变 铺就幸福坦途铺就幸福坦途铺就幸福坦途

交通，城市的脉络，民生的纽带，承载着发展的脉动与百姓的期
盼。如今，国省道干线路网纵横交错，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日益完善，都
市区公交网络基本成形……这背后是一系列政策的扎实推进。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连年把百姓出行列为“重点民生实事”，市
交通运输局始终把惠民生作为头等大事、摆在重要位置。自“十四
五”以来，全市累计完成新改建农村公路超 2870 公里，农村公路通车
里程达 1.98 万公里；351条城乡公交线路像毛细血管般，串联起 5184
个行政村，实现了公交全覆盖;“中心城区早晚高峰公交免费”政策
成效显著，日均早晚高峰时段客流量约 11.3 万人次，有效缓解
了交通拥堵状况。

一系列政策落地生根，精心织就一张高效、幸福的出行网，
大大提升了民众的出行体验。

早晨八九点钟，微山岛西侧
沟南村海涛鱼馆的老板赵海涛已开

启一天的忙碌。后厨里，新鲜的蔬
菜、湖鲜整齐陈列，静等着游客到来。

“每天一大早，新鲜食材就会通过家门口
的这条柏油马路准时送到店里。也因为这

条路，来我们这儿的游客比之前多了不少。”
赵海涛笑着说。

这条约 34.88 公里的环湖旅游公路，依湖
而建、湖路相依。它串联起微山湖沿途的风光

景点，更带动了周边产业的发展。在路修好之
前，微山岛镇杨村主要以渔业为主，游客稀少，村
民收入来源单一，经济发展滞后。村党支部书记殷
昭祥回忆：“那时候，村里发展受限，大家守着好风
景，却过不上好日子。”但随着环湖旅游公路建成，一
切都不一样了。交通便利彻底打开了经济发展大门，
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看到发展机遇，许多村民纷
纷返乡创业当老板。依托“四好农村路”建设，微山岛
沿线不少群众开办起餐饮民宿产业。如今，岛内民宿酒
店已有 80 多家，可满足 2300 余人住宿。旅游旺季时，置
身岛内酒店，推开楼窗，满目郁郁葱葱；登高望远，万亩荷
塘尽收眼底。

微山岛的变化，只是济宁市交通助力发展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市交通运输局坚决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充分
发挥交通对旅游业的推动作用，全市上下通过建设资源路、
旅游路、产业路，大力加快旅游公路建设，积极助推交通运输
与旅游业融合发展。一系列举措之下，打造出一批国内知名
的自驾体验精品旅游风景线。兖州泗河观光线入选全国“行

在乡村 游在路上”十大最美自驾路；微山县微山岛环湖旅游
公路入选全国第一批旅游公路项目、山东省首批精品旅游公
路典型案例；“红色征途——微山湖旅游区水陆综合交通线”

“邹城美丽儒风路”分别入选省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十佳
示范案例和优秀示范案例……

四通八达、路域环境整洁、沿途风光优美的农村公路，不
仅让农村出行从“走得了”变为“走得好”，物流从“运得出”
升级为“运得畅”，更见证着济宁的城乡巨变，联通了群众的幸
福生活。全市上下通过建设资源路、旅游路、产业路，大力发
展“公路+”融合发展模式。在全市广袤的农村大地上，休闲
旅游、特色农业、工业经济等产业一体化建设得到长足发展。
农村地区的特色资源被盘活，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
不断的活力。

在曲阜市息陬镇的工业园区内，企业负责人孔勇看着一
条条崭新道路，满是感慨：“以前，企业原材料运输车辆进厂、
产品运出，因工业园区道路坑洼，费时费力。现在新修道路
直通厂门口，运输效率大大提高，我们对未来发展更有信心
了。”这片工业园区内，聚集着山东焦点福瑞达生物、山东宏
泰塑业等多家大型企业。而附近几条道路多年前修建，经长
时间行车碾压、雨水侵蚀，出现路面低洼不平、破损等状况，
给企业发展和群众出行带来极大不便。当地政府及时对园
区附近道路进行提升改造。通过推动农村公路基础设施建
设，改善了群众的出行条件，带来了人流、商流、资金流和信
息流，进一步集聚了农村发展优势，为企业腾飞铺就“黄金通
道”。

在任城区二十里铺街道大屯村，村民喻锐也因道路变化
尝到甜头：“原来一直想扩大种植规模，用机械化作业。但之
前村里道路狭窄，大型农业机械难以进村。现在村里公路又

好又宽，承载能力强。修路的同时，灌溉渠道、排水系统等农
田基础设施也得到改造完善。我现在买了播种机、收割机等
大型农业机械，耕种收全程机械化，运输方便，生产效率大大
提高，人工成本降低。种植规模也从原来几十亩扩大到 500
多亩。”

路通产业兴，对于乡村全面振兴而言，路必不可少。近年
来，济宁市积极探索“公路+”融合发展模式，加快乡村产业、
旅游、文化、生态多元融合发展。聚焦自然风貌、特色文化，打
造亮点景观，做到以景引路、以路链景、以路为景，努力打造文
化赋能乡村振兴的济宁样板。通过串联产业、旅游、物流等业
态，我市形成“以路促产、以产兴村”的乡村振兴格局。

据了解，“十四五”以来，全市建制村通硬化路率、通客车
率、村级物流服务网点覆盖率均达到 100%，一个以县城为中
心、乡镇为节点、村组为网点，日渐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
已然形成。

路网通达 百业兴盛

道路是城市发展的“动脉”，与经济社会发
展、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家门口的道路是

否畅通，更是市民群众最为关注的民生问题
之一。

近日，有市民拨打本报党报热线
2349995，咨询城区“断头路”何时打通

问题。其中，高新区保利城居民反
映，小区上房 2 年了，北门丹凤

街依旧毫无动静，出行很不
方便。“小区实行人车分

流，行人、非机动车可
以从南门、西门

进 出 ，但 车
辆只能

从北门、东门进出。而丹凤街是‘断头路’，从宁安
大道下了高架，小区明明就在眼前，却必须沿着崇
文大道往东行驶，找到路口掉头回来，来回行驶将
近3公里才能进入小区。”该居民无奈地说：“按照

《济宁市城市总体规划（2014—2030）》，丹凤街与
宁安大道相通。不知道何时才能打通？”

对此，高新区管委会回复称：规划丹凤街西段
（未贯通段）230米、北半幅12米处于樱花五金厂
区内部，需待后期土地收储后，方可具备完整建设
条件。目前樱花五金厂区土地、房产已抵押，需按
照法律规定及相关程序，逐步实现规划丹凤街的
道路贯通。

记者了解到，在城区，像丹凤街这样的“断头
路”还有不少，给人们的生活出行带来诸多不便。
城市路网建设一头连着发展，一头连着民心，在城

区道路建设中，关键的一环就是打通“断头路”，
促进道路交通“微循环”。

为畅通城市交通、方便居

民出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着力推动“断头路”
打通工作。其中，2024年城区累计打通“断头路”
10条。今年，主城区计划打通的10条“断头路”现
已开工9条，其中秋实路、牛屯街项目已通车；金
塔路南延项目正在施工，建成后可实现双向6车
道，两侧非机动车道及人行道，且设有绿化隔离
带。路段打通后，将进一步完善城区的基础配套
设施，改善城区的交通状况，方便周边社区、医院、
村庄的交通疏散。

“断头路”打通工作仍在稳步进行中，对于未打
通的路段，交警部门采取相应措施保障交通秩序。

“我们通过‘线上数据监测+线下实地踏勘+群众意
见征集’的方式，对辖区150余条支路、小街巷开展
地毯式排查，梳理出辖区铁南路、进士路等10余条
群众集中诉求‘断头路’，联合城管、街道开展‘清占
道、清违建、清障碍’专项行动，协调周边企事业单
位释放夜间泊位2100余个，尽可能保障‘断头路’
交通安全畅通。”市中交警大队有关负责人介绍。

市民马女士是一名三年级学生家长，这几年，她明显感受
到城区的交通变化。“早晚高峰时段免费乘坐公交车，除非特
殊情况，身边好多人都坐公交车上下班。助学公交，把孩子从
家门口拉到学校门口，既安全又方便。”马女士说，以前一到
早晚高峰就发愁，到处堵车，现在城市交通通畅多了。

确如马女士所言，近年来，我市交通拥堵状况明显改善。
据《百度地图中国城市交通报告》，济宁市高峰拥堵排名由
2020年的全国第27名下降至2024年的第91名。

记者了解到，自2021年1
月1日起，济宁主城区就开始实

行早晚高峰免费乘坐公交
车的政策，并于2022年
将免费范围扩大到了
兖州区，一直施行
至今。据统计，中
心城区日均早晚
高峰时段内客
流量约11.3万
人次，其中主
城区日均早晚
高峰时段内客
流量约 8.7 万
人 次 。 2024
年，主城区客运
量 同 比 增 加

10.5%，较2020年增长75.4%；2020年济宁市公交出行分担
率（全方式）仅为4.8%，而2024年达到了14.9%，较2020年增
加了10.1个百分点。

这一暖心的惠民政策连续多年纳入市政府为民办实事清
单，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济宁市民的出行体验，也为全市公交体
系建设的宏伟画卷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近年来，济宁公交事业在各个维度协同发力、全面开
花，以城际公交为骨架，城市城乡公交区域覆盖，城际和城
市公交有效衔接的都市区公交网络基本成形。从城市到乡
村，从日常通勤到特殊人群关怀，处处都有公交发展的坚实
印记。

在城市内部，我市秉持“公交优先就是百姓优先”的理
念，积极盘活资源，推进城市公交场站用地综合开发，精心
打造城区“四纵四横”公交走廊，构建“快、干、支、微”公交线
网体系。通过开通元宵节赏灯定制专线、太白湖牡丹园赏花
定制专线等特色线路，满足市民多样化出行需求；针对上班
族，推出大站快车和通勤高峰快线，缩短通勤时间，推行“响应
式停靠”公交线路，提升出行便捷性。

为打破城际与城乡公交的地域隔阂，促进区域融合，我市
建立起以主城区为中心，辐射近郊乡镇、行政村、大型工矿点
的公共交通运营网络体系，城乡公交覆盖范围大幅提升。截
至目前，34条城际公交线路纵横交错，554辆新能源公交车穿
梭其中，运营线路总长度达1715公里，大大方便了城市间的
往来。在城乡公交领域，济宁市位居全省第一方阵。自2016
年起对城乡客运线路及车辆进行改造，如今主城区城乡客运

班线公交化改造率已达100%，351条城乡公交线路如毛细血
管般遍布乡村，实现5184个行政村公交全覆盖，曲阜市、金乡
县成为省级城乡客运一体化示范县。

惠民服务始终是济宁公交发展的核心落脚点。早晚高峰
免费乘车，60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乘公交政策全面落实，公交

“一卡通”实现全市15家公交企业公交卡互认互刷，让市民们
“一卡在手，畅行济宁”。助学公交更是成为城市的暖心名片，
自2020年以来，为41所中小学开通98条线路，日均运营460
余个班次，日均客运量1.3万人次，保障学生安全出行，缓解学
校周边交通拥堵。

如今，在国家大力倡导绿色出行、构建综合立体交通网的
时代浪潮中，全市各级交通运输部门积极响应绿色发展号召，
致力于打造低碳、高效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不断拓展公交线
路，提升服务品质，优化运营管理，为带动城市在经济、社会、
环境等多方面协同发展贡献坚实的交通运输力量。

公交联动 畅行全城

■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梁琨 鲍童 实习生王雅琪 摄影报道

实事有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