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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早晚高峰拥堵减少15分钟
交警呼吁，减少拥堵还需摒弃“仗车思维”

□记者 殷宝龙

10月27日下午，济南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举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报告会。记者与会获悉，
今年以来，济南交警推进“小改造
大畅通”，目前具备改造条件的89
处区域微循环已完成改造56处，治
堵工作初见成效。

优化改造道路36条

济南的社区交通微循环改造
已经开展了多年的时间，目前具备
改造条件的89处区域微循环已完
成改造 5 6处。其中历下区完成 1 4
处，剩余4处计划年内全部完成；市
中区完成21处，剩余13处已经全部
制定了改造方案；槐荫区完成 1 1
处、剩余3处；天桥区完成6处、剩余
13处；历城区共3处全部完成；高新
区共1处已经完成。

微循环解决的是“细枝末节”的
问题，今年以来省城的道路改造也在
大力推进，已对全市164处交通节点
进行了交通组织渠化改造，以经十路
西段、历山路、工业北路、工业南路、
经一路、明湖东路、明湖西路等25条
道路为重点。

今年以来济南交警推进“小改造
大畅通”，共优化改造道路36条、路口
94处，推出彩色逆向可变左转车道、
彩色潮汐车道、同向可变车道、综合
待行区、导向车道瘦身扩容、绿化带
开渠分流等创新举措。

在解决停车刚需问题上，今
年 以 来 共 在 符 合 条 件 的 主 次 干
道、支路新增停车泊位 3万个。对
现有停车泊位实施精细化管理，
区分全天、夜间、即停即走等不同
停车泊位类型，分别设置不同式
样的新型停车标志，施划不同颜
色的停车标线；协调6家单位开放
内部停车泊位 1 3 6 3个，满足停车
刚性需求。

同时，为保障行人、骑车人路权，
推进绿色、低碳出行，在11条主干道
继续推行“禁停”措施，安装花盆式隔
离544个、隔离桩966个，取缔占路停
车泊位2055个。

高峰拥堵减少15分钟

济南交警支队政委曹凤阳介绍，
目前省城24条主干道实现了信号“绿
波带”，46个路口实现了后9秒倒计时
智能控制，提高了384条道路的限速
标准；在103条次干道、支路新增车位
8731个，在市区9条主干道推行“禁
停”措施，取缔占路停车泊位1755个。

同时，济南已建成交管服务站
261个，“3公里”交管服务圈初具规
模，“网上车管所”使群众在家即可办
理车驾管业务。建设了4处交通事故
快处快赔服务大厅和28处服务网点，
实现了“一站式”理赔到位。

在一系列举措之下，济南市区路
网通行能力平均提高10%，总体交通
延误减少8%，公交车速提高7%，早
晚高峰交通拥堵平均减少15分钟，交
通拥堵报警下降25 . 7%。

根据专业分析，在一系列治堵措
施之下，去年济南城区交通燃油消耗
节省约6365万升，减少碳排放5万吨，
公交车、小汽车拥堵成本节省约5 . 3
亿元。

交警呼吁摒弃“仗车思维”

在报告会现场，有人提出了“仗
车思维”。市中交警李敏介绍，“仗车
思维”就是过度依赖汽车；比如，不管
出行目的地的远近，都要开车，甚至
上街买菜也开车。而这种情况，在广
大车主中并不少见。交警呼吁，应摒
弃“仗车思维”，提倡绿色出行理念。

民警介绍，根据通常规格，一辆
公共汽车大约占3辆小汽车的道路空
间，但是其运载能力却是小汽车的几
十倍。那么，公交车既减少了人均乘
车排污量，也提高了城市交通效率。
而地铁、轻轨的运客量更大，是公交
车的7到10倍，耗能和污染更低。

而步行和自行车，占用空间仅为
小汽车的1/30和1/20，出行灵活；目
前，驾车者占20%，却占用了80%的
道路资源。越来越多的私家车，对城
市环境保护带来威胁。所以，交警部
门呼吁绿色交通，不仅利于减少拥
堵，还利于环保。

11月8日部分居民家来暖气
济南热电将在11月8日到14日热态调试，现已开通短信平台

□见习记者 张鹏

生活日报10月27日讯 记者从济
南热电了解到，11月8日—14日，济南
热电将进行热态调试，届时一些居民
家中的暖气片会慢慢热起来。今年，
济南热电还开通了短信平台，联通短
信平台的号码为106363956659，移动

短信平台号码为13969122681。
济南热电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济南热电将在11月8日至14日做热
态调试，也就是向供热系统中注入
热水，这意味着从8日开始，距离换
热站较近的一些居民家中，居民能
感觉到暖气片变热。热态调试是一
个过程，是为了保证在11月15日能
够达标供热。

济南热电今年还开通了短信平
台，用户遇到用热方面的问题可以
通过发短信的方式咨询。

“用户可以通过短信方式与我
们互动，如果用户家里想报停或开
通暖气，只需发个短信，不用出门一

样能办业务。”济南热电供热监督处
处长苏巍介绍说。

济南热电收到用户的短信后，
会主动联系用户，如果是咨询类的
话马上就可以解答；如果是办理业
务的话，会主动电话联系用户再次
进行核实他的身份和地址，确认用
户是否真的要办理报停或开通服
务。不过在正常工作时间以外，济南
热电不主动向用户发送短信，以免
打扰生活。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咨询、求
助、投诉、报停开通、抢险抢修等业
务，除拨打67812319温暖热线以外，
不妨试试发短信办理业务。

燕山片区供热将明显改善
更换了供热管线，实现双热源供应

□见习记者 张鹏
记者 梁开文

生活日报10月27日讯 济南热
力今年配合和平路改造进行了燕
山高温水工程，目前该工程已完
工。同时，燕山供热站在原有两台
锅炉的基础上新增了四台换热器，
今冬实现双热源供应，可缓解该片
区近年来超负荷运行的压力，预计
燕山片区供热效果将比往年有明
显改善。

最近几年来，和平路沿线的供
热效果一直不是很理想，而建成于
上世纪80年代的燕子山小区也因管
网老化而迟迟达不到理想的供热要
求，很多居民对供暖质量问题一直
都很关心。

燕山供热站负责燕山片区周围
西起山大路，东至燕子山小区东区，
北起山大路202号，南至山大路238
号的这一区域内的供暖，自上世纪
90年代开始，供热站内原有的两台5
吨级锅炉投入使用，使用了近20年。

伴随着近年来集中供暖面积的
不断扩大，燕山供热站需要满足近
35万平米供热面积的用热需要，始
终是满负荷运行状态，在供热质量
上并不是非常理想，如遇故障或特
殊情况，还会造成该片区居民暂时
用不上暖的情况。

记者从济南热力供热二公司燕
山供热站了解到，为提升供热质量，
燕山供热站今年新增了四台换热
器，在保证原有的两台5吨级锅炉正
常运行的同时，计划自今年开始从

黄台电厂和东新热电厂分别调度热
源对该片区进行补充，真正实现了
双热源供应。

“原本为小锅炉房进行设计的
小管网已经和现在的管网要求不匹
配，今年趁和平路改造的机会也进
行了更换。更换管网从和平路开始，
经过燕子山小区西路到燕山供热
站。今年的供暖效果会比往年有明
显改善。”燕山供热站工作人员说。

燕山供热站负责人庄杰说，新
增的四台换热器，再加上新敷设的
管网，将满足附近更多老小区加入
集中供暖的要求，继去年在燕子山
小区新增2万平米供热面积后，今年
又增加了6000平米集中供暖的面
积，这6000平米主要集中在四幢老
居民楼中。

好心妇女收养残疾女婴

燕山供热站内新加的换热器。 见习记者 张鹏 摄

□记者 赵冉

生活日报10月27日讯 27日，由
山东省民建组织的“乡村旅游论坛”
在章丘市紫缘香草庄园举行，来自
各界的专家学者就乡村旅游展开热
议。有多年旅游规划经验的泰山管
理学院教授解鹏表示，乡村旅游不
应该千篇一律，而应当差异化经营，
有所创新。

5月31日，山东省乡村旅游座谈
会在济南召开，通过相互学习交流，
对各地乡村旅游的发展问题进行再
研究，提出以富民、农村城镇化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统筹规划新一轮乡村游
的跨越式发展。9月4日，山东省旅游局
组织召开全省乡村旅游规划编制对接
洽谈会。山东省乡村旅游已进入发展
快车道，但是乡村旅游却面临着旅
游项目同质化严重的难题。

“乡村旅游要走出单一的模
式。”解鹏在会上谈到，“十一的时候
大家去南部山区可能都感受到了，
农家乐几乎都是一个样子，来来回
回不外乎就是炸香椿、炖鸡、炖排骨
等，所以导致今年南部山区的一些
农家乐的经营不如以往。”

“乡村旅游要给游客带来不一
样的体验，千篇一律的旅游内容肯
定会被淘汰。”解鹏说。

解鹏表示，现在中国旅游处于
一个井喷的阶段，带来的是旅游产

业的急速扩张，但是现有的旅游资
源是有限的，不能过度开发，每年景
区爆棚的事件经常发生，这都是由
于景区太少、容纳量太小造成的。怎
么来消化这些剧增的游客呢？山东
省提出的乡村旅游的概念就是找准
了一个方向。这样一来就可以消化
掉大量到知名景区的游客。

记者了解到，除了同质化严重
之外，乡村的厨卫条件难以达到游
客的要求也是制约乡村旅游发展的
一个主要因素。

9月25日，省旅游局召开了全省
乡村旅游改厕改厨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在全省部署农家乐“改厨改厕”，
目标是促使厨房等服务设施成为乡
村游的一道风景线，推动乡村旅游
提质升级。

“我们在昆嵛山策划樱桃节时
就碰到这样的问题，想留住游客却
发现游客很多难以接受当地厨卫条
件。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当地居民
普遍进行了改厨改厕，农家乐红红
火火地开展了起来，效果可以说是
非常理想。”解鹏告诉记者。

“章丘市正在进行乡村旅游资
源普查工作和乡村旅游编制工作，
争取在六个月内全部完成。”章丘市
旅游局局长宋亦舟表示，在编制规
划的同时，章丘市还在进行乡村旅
游重点建设工作，打造具有自身特
色的传统乡村旅游的景点。

专家建议乡村游差异化经营
“乡村旅游论坛”昨天在章丘举行

□张圣虎

在蒙阴县岱崮镇五里沟村乃至
全县，李保叶和她女儿的事情广为
传诵。24年前，一个难以养活的残疾
女婴被辗转送到李保叶面前，面对
没有人家愿意抱养的局面，李保叶
把孩子抱回家。

1989年春节将近的时候，一位
村民将装着弃婴的纸箱送到岱崮镇
五里沟村村委大院。被包在被子里
的小王琳嘴唇发紫，手足扭反，看样
子只有一个来月大，没有一家愿意

抱养。眼看要过年了，村里决定让当
时的村妇女主任李保叶先养着。

李保叶给她取了个名字——— 王
琳。为了给王琳治病，李保叶和丈夫抱
着9个月大的王琳去了泰安一家医院，
诊断为先天性马蹄内翻足，医生为她
的双足实施了手术，可术后效果不理
想。后来又去济南为王琳定做每只重
达1公斤的铁质矫正鞋，小王琳连续穿
了三年铁鞋，仍然没能站起来。

1995年国庆节，李保叶夫妇带
着小王琳再次踏上治病的道路。经
过四个多月的治疗，六岁的小王琳

终于能走路了。
为给王琳治病，李保叶欠下了3

万多元的债。为了挣出供王琳上学
的学费和治病的欠款，李保叶包下
村里120亩荒山，和丈夫吃住在山
上。3万多元的借款用了13年时间才
还清。

2005年王琳以优异成绩考上了
潍坊幼师特殊教育学校，校方被李
保叶的事迹所感动，特许录取了手
脚不十分灵便的王琳。2010年，毕业
后的王琳，毅然选择了特教这份需
要用爱去支撑的职业，每天给几名
培智儿童上课。

“我只是做了一个母亲该做的
事。”李保叶说。

★每周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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