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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目光投向不远的将来，品味今天奋
斗的意义——

路网纵横交织，航线通达全球，货物
往来顺畅，出行舒适便利……综合立体交
通网，承载着一城人期待的未来。

为此，烟台谋划布局了一批事关全
局、影响长远的大项目。烟台市交通运输
局党组书记、局长蔡浩礼介绍，烟台以“畅
通主干线、疏通细支路、沟通客货流、贯通
三类港”发展思路为
引领，加快打造融合
胶东经济圈、对接京

津冀、连通长三角、面向东北亚的国际性
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构建“便捷顺畅、经济
高效、绿色集约、智能先进、安全可靠”的
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至2030年，基本建成以“一纵两横”
主通道和“三纵一横”辅通道为主框架的
综合立体交通网。综合立体交通网是怎
样的一张网？

这张网里有“一纵两横”主通道。“一

纵”是以烟青高速、沈海高速、蓬栖－栖
海高速、蓝烟铁路、青荣铁路、烟大铁
路轮渡等构成的运输通道，“两横”是
以荣乌高速、潍烟高铁、德龙烟铁路构
成的环渤海通道和荣潍高速、威青高
速、莱荣高铁构成的威海－烟台－潍
坊－济南通道。

这张网包含“三纵一横”辅通道。“三
纵”是以烟海高速等构成的烟台-海阳通
道、龙青高速等构成的龙口-青岛通道、
莱州至青岛高速等形成的莱州-青岛通
道，“一横”是以牟平至栖霞至莱州高速等
构成的牟平-莱州通道。加快陆港、海

港、空港项目建设，全面构建“三港协同”
新格局。

盼望着，奋进着，收获着。国际性综
合交通枢纽城市的美好蓝图中，有着城市
蓬勃发展的印记，也蕴含着每一个普通人
的幸福生活。

在这张蓝图变成现实的过程中，我们
正经历着“阵痛”，也可能迎来更多未知的
艰难时刻。但是请相信，与城市一同脉
动，我们定能从发展的脚步中，实现自己
的成长。

挥别暂时的痛楚与焦虑，我们分明闻
到了未来的气息，它是那么生动有力。

YMG全媒体记者 夏丹 杨春娜
7日22时57分，随着最后一班列车缓缓驶出烟台站，烟台站临时停办客运业务。0时，潍烟高铁新建蓁山线路所、芝罘

站场改造施工正式开始，潍烟高铁开通进入倒计时。
伴随着交通阔步发展的历史机遇，市民交通出行迎来“阵痛期”：一边是高铁、市域铁路乃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等密

集施工，部分道路封闭、站点停运；一边是旅游旺季来临，将迎来大量游客。
交通大项目的密集建设，意味着万亿之城烟台正面临交通重塑期——挺过“阵痛”，一个海陆空互联互通、港产城深度融

合的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正大踏步走来。

烟台站、龙口市站、蓬莱站临时停办客
运业务的消息一出，让市民期待又忐忑。
期待的是潍烟高铁开通进入倒计时，全域
高铁时代，胶东半岛1小时、省内2小时、北
京3小时交通圈近在眼前。忐忑的是中心
城区的火车站临时停运造成出行不便。

不仅是烟台站临时停办客运业务，潍烟
高铁通车之后，烟台南站综合交通枢纽工
程、烟台南站及动车所项目建设也将加快推
进，烟台南站也将随之进入一段停运期。

还有正在封闭施工的高速公路。4
月8日开始，G18荣乌高速“烟台-蓬莱”

枢纽段改扩建工程开始施工。其间，荣乌
高速公路“烟台-蓬莱”半幅单向通行及
个别路段全封闭。

还有半封闭施工的城市快速路。每
天上下班高峰期，港城西大街与德润路路
口会出现拥堵情况。

无论是哪种改变，都是对市民出行方
式的一种重塑。改变往往会带来“阵痛
期”。阵痛不可避免，如何有效保障这座
城市的道路交通运行，也成为城市管理者
必须面对、且一定要破解的课题。

为了应对烟台站临时停运，烟台车务

段管内调整旅客列车52.5对，将旅客疏散
到烟台南站、牟平站、莱阳站、海阳北站和
桃村北站。昨天早上，记者在烟台南站看
到，交通部门增加了公交车次、加密了通
往机场等区域的班车线路，增加了待租
车，市民出行顺畅。

潍烟高铁今年运营之后，烟台南站
停运是交通出行面临的又一次考验。
为此，烟台市将开通芝罘站。芝罘站作
为临时停靠站，在2014年青荣城际铁路
通车时已经建成，但未开通客运功能，
今年将结合潍烟高铁开通，启用芝罘

站。烟台南站停运期间，芝罘、莱山、牟
平区旅客可分流至烟台站、芝罘站乘
车，福山、黄渤海新区周边旅客可分别
到潍烟高铁福山站、烟台西站换乘。

当然，再多的运力、再好的接驳方
案，都不及一条通畅无阻的道路、一座
家门口的站台方便。此次烟台站临时
停运，网友的评论都表示理解：“改造
是为了更好地出行，期待。”“希望潍烟
高铁建成后，能有更多车次”……因为
有着美好的前景，暂时的出行不便也是

“痛并快乐着”。

历史和现实都反复认证着这样一个
真理：阵痛期就是机遇期，挺过阵痛，经济
社会发展会迈入新的里程。

40年前，烟台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
拉开了改革开放的恢弘巨幕，抓住了加快发
展的有利条件，赶上了现代化的浪潮。而今，
迈上万亿台阶的烟台有了新坐标——2035
年烟台跃升成为环渤海地区中心城市。

一个区域中心城市，必然是一个综合
交通枢纽城市。这也是烟台为何将目标
定在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的原因。

放眼全国，城市借势交通崛起的案例
不胜枚举。郑州、长沙等城市的快速崛
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打造成了区域乃至
全国的综合交通枢纽，带动了整个区域的
快速发展。

落脚烟台，迈向国际性的交通综合枢
纽恰逢其势：

资源优势突出。城市区位优势显著，
紧密衔接京津、长三角和东北三大经济圈
等重要节点城市，向东面向日韩及东南亚

经济发达地区，向北与辽东半岛隔海相
望，向西内连华北腹地。铁路、公路、港
口、空港等交通要素在这里相互融合，资
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得天独厚。

政策优势叠加。在交通强国建设纲
要中，烟台是全国性综合枢纽城市；在山
东省新旧动能转换中，烟台是“三核”之
一；2022年7月份，交通运输部和山东省
政府确定，共建交通强国山东示范区，这
是全国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部省共建
的示范区，烟台把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山东
示范区作为完善现代立体交通运输体系
的又一大历史机遇，政策优势前所未有。

机遇千载难逢，抓住了、用好了，才不
负时代的馈赠、历史的青睐。

新征程中，基础设施建设自然是重头
戏。“十四五时期，是烟台有史以来交通基
础设施投资体量最大、建设项目最多的时
期。”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规划科科长王焕
杰说。

一组数字可以准确反映出项目之密

集——2021 年完成投资 196.84 亿元，
2022年完成投资290.86亿元，2023年完
成投资295.69亿元，2024年计划完成投
资308.9亿元。

在烟台市交通运输局党组副书记、副
局长张振博看来，市民交通出行的“阵痛
期”已经进入后半程，“甜蜜期”即将接踵
而至——

去年年底，莱荣高铁投入运行，我市新
增一条时速350公里的铁路大通道，带动全
市从“动车时代”迈进了“高铁时代”，莱阳、海
阳等地市民，率先领略了高铁速度。

正在昼夜施工的潍烟高铁年内建成
通车，届时将与莱荣高铁、青荣城际铁路
共同构成“两横一纵”高速铁路布局，全市
将实现县县通高铁，家门口的高铁站，为
更多人插上逐梦的翅膀。

G18荣乌高速公路烟台枢纽至蓬莱
枢纽段改扩建工程项目，是我市境内首次
采用八车道高速公路技术标准建设的高
速公路。“在八车道上一路驰骋，将有效缓

解市区交通压力，打通城市发展瓶颈。”市
公路中心重点项目办公室主任王春光感
慨说。

龙烟铁路市域化改造工程也将全面
开工。龙烟铁路市域化改造工程全线设
车站10座，改造后将“公交化”开行“站站
停”列车和大站直达列车，沿线日常出行、
通勤和主城区到蓬莱国际机场的中转将
更加顺畅。

烟台蓬莱国际机场二期即将投入使
用，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2300万人次、货
邮吞吐量20万吨的发展需求，将极大提
升烟台机场客货保障能力和旅客出行体
验，从烟台飞世界不是梦想。

此外，快速路建设和国省道改建也将
迎来新节点，港产城融合发展将翻开崭新
一页。

烟台交通设施建设在一大批重大工
程项目带动下，“海陆空”互联互通的交通
网越来越密，向着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
市迈进的步伐越来越稳。

不可错失的机遇

不可限量的未来

不可避免的“阵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