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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路与山水的协奏
心怀“国之大者”建好泰山·黄河-大汶河文化旅游生态廊道

本报记者 张隆德

泰安处于鲁中腹心，不仅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还坐拥世界级的文旅资源，有条件、有优势在交通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也理应
在交通强国、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上更好展现泰安的担当和作为。

近期，交通运输部印发意见，批复泰安市泰山·黄河-大汶河文化旅游生态廊道建设项目为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实施期限至2027年。至此，一
条围绕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紧扣全省加快旅游公路“五大廊道”建设总体部署，被市委、市政府定位为泰安市全域文旅融
合发展的“金线工程”，被赋予了更重要的使命。山水之间，一卷以路为笔、以景为墨的交旅融合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泰安是山东省唯一黄河干支流全域覆盖
的地级市，境内黄河流域面积占全省黄河流
域面积的 47.5%，大汶河作为黄河下游最大
支流，由东向西穿越泰安，汇入东平湖，与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相拥。选择沿大汶河
建设文化旅游生态廊道，不仅是把握黄河重
大国家战略和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
设叠加机遇的现实之举，更是推动文旅产业
串珠成链，聚焦生态保护修复，培育路衍经
济业态，加快构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文
旅产业体系，使泰城由环山而建向依山傍水
发展的关键一招。

驱车跨过牟汶河大桥，驶入廊道加宽段
道路主体工程现场，北观泰山拔地通天，南
看徂徕山壁立千仞，身旁是汶河水西去源远
流长。自去年3月泰山·黄河-大汶河文化旅
游生态廊道正式动工至今，这条规划总里程
777 公里的生态廊道近期实施 385 公里，其
中，主线197公里、支线188公里，已完成新
改 建 11 公 里 、 旅 游 服 务 功 能 提 升 231 公
里，廊道已雏形初现。

傍晚，斜阳把河水揉成金箔。沿路驶入
旧县汶河东路的音乐公路，车子仿佛成了一
个悦动的音符，伴随轮胎与路面切缝处接触
产生的摩擦声音，奏响 《我和我的祖国》 律
动 ， 一 路 赞 歌 相 随 。 这 条 泰 安 首 条 音 乐
路，与彩虹路、荧光路等路段以“徂汶华
章 ” 为 主 题 ， 作 为 生 态 廊 道 中 的 示 范 工
程，利用区域优良生态环境和得天独厚的资
源优势，实现观光体验与公路旅游深度融
合，突破原有旅行方式，把“旅游公路”转
型成为“公路旅游”，助力泰安旅游业提档
升级。

俯瞰下，廊道起点位于泰山东麓，顺接
东岳胜境旅游公路，沿大汶河至黄河风貌
带，途经全市 6 个县 （市、区），衔接黄
河、齐长城、大运河三大国家文化公园，串
联起黄河文化、泰山文化、龙山文化、大汶
口文化、儒家文化、大运河文化、水浒文
化、徂徕山文化八个文化形态，其中链接4A
级以上旅游景区 12 个，3A 级旅游景区 21
个，以及百余处文旅资源点。项目围绕“快
进慢游、交旅融合”开展高标准设计，构
建“一廊贯通、五段竞秀、八区联动”总体
格 局 ； 围 绕 山 水 生 态 、 历 史 文 化 资 源 禀
赋，因地制宜打造游客服务中心、文化体验
馆、房车露营地、特色研学基地、观景平
台、网红打卡点，以及餐饮住宿、加油加气
充电等服务设施，使游客“慢下来、留下
来”，为拓展泰城“全域旅游”新格局，实现
交通与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奠定基础。

交旅融合 路边风景独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条新的交通线

路都承载人民幸福梦想”。廊道建设以“路产
共兴”为理念，统筹交通、生态等项目，依
托沿线资源，重点打造低空经济、文化旅游
产业、光伏新能源等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以
多业并举形成“以路兴产、以产养路”的路
产融合发展机制，带动沿线文旅等产业向精
致化、品质化发展，助推沿线乡村实现因路
而兴、因路而富。

修一条路、连一串景、育一批产业、富一方
百姓。伴随着项目的深入实施，廊道沿线路衍
经济业态正在加快培育成型。依托着驿站，项
目规划了咖啡餐吧、陶艺工坊、迷你考古基
地、飞行营地、乡村市集、房车营地、加油充电
等配套业态以及水上旅游项目。伴随着生态廊
道的成熟运营，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丰厚的
资源优势和便捷的交通优势，泰山通航飞行基
地项目于去年底落地汉博园驿站内。基地业务
范围涵盖飞行执照培训、航空科普研学、航空
护林、渔业监察、应急救援、无人机航空物
流、航空旅游及飞行体验等。目前，正在运营飞
跃泰山体验项目，可定制泰安（泰山）—水城淮
北—安徽黄山、泰山—青岛、泰山—日照、泰
山—东营黄河入海口等旅游专线。未来，基地
还将逐步引入4座及以上飞机，深入开展校企
合作共建（高职），筹建初级飞机装配等配套产
业，打造通用航空产业园。

“我们将项目布局与经济发展紧密结
合，在重点改善优化瓶颈路段，做好路网整
体衔接的同时，在建设标准上结合了实际确
定路基、路面、桥涵建设等级，确保既符合
路网建设要求，又与当地需求、群众期待紧
密衔接，把路建到群众心坎上。”市交通运输
局程伟广告诉记者，廊道将路网布局和服务
设施、沿线文旅资源有机结合，尊重不同的
地域文化资源禀赋，配套建设观景平台、休
息驿站、房车营地等服务设施，设置一级驿
站8处、二级驿站27处、三级驿站36处，并
建设景观和智慧系统，通过增强后期运维活
力 与 造 血 功 能 ， 实 现 以 廊 道 带 动 周 边 业
态，以周边业态反哺廊道的“双赢”局面。

沿汶河廊道的建设，不仅要构建“串珠成
链、山水相融、移步换景”的旅游交通体
系，也要着眼长远，注重生态赋能，打造交通
与生态、文化、旅游高效融合的泰安样板。纵
观廊道沿线，项目聚焦大汶河流域生态保
护，实施近湖侧山体生态修复、水生态治
理、裸露土地综合治理等工程，开展大汶河沿
线流域增殖放流、污染物清理收集，通过水生
态功能提升、林地湿地综合生态修复、生物多
样性保护和污染防治阻隔，提高流域生态治理
水平和环境承载力，进一步筑牢汶河沿岸生态
屏障，打造集生物多样性保护、休闲观光、科
普宣教于一体的多效益兼顾的综合生态示范
区，构筑形态完整、功能完善的绿色生态体
系，为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路产共兴 多业并举共进
建设交通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

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山东
成为全国首个部省共建交通强国省域示范
区，体现了“走在前、挑大梁”的政治担
当。推进交通强国山东示范区建设，是时代
赋予泰安的新使命、新担当。

泰山·黄河-大汶河文化旅游生态廊道建
设项目获评国家级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任务、加
快建设交通强国山东示范区第一批试点项
目、山东省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重点项目、山东省新增文化体验廊道重点项
目、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产业攻关项
目、全国美丽公路建设十佳典型案例。建好这
个项目，对于我市构建交通、文旅、生态、产
业一体化融合发展新格局，推动道路从支持旅
游、服务旅游向成为旅游转变将起到至关重要
的作用，也将为省市乃至全国提供一批可复
制、可推广的旅游公路建设模式样板。

试点任务落地泰安，并不令人意外。近
年来，泰安市以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山东示范
区、打造“四好农村路”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为抓手，发挥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加快完
善旅游交通网布局，推动交通建设与旅游开
发、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以打造
高质量的旅游公路产品带动农村公路转型升
级，以交通先行激活区位优势、提升竞争优
势 ， 多 项 工 作 走 在 了 全 省 前 列 。 截 至 目
前，全市累计建设旅游公路 662 公里，“快
进+慢游”的旅游交通体系基本形成，为构建
全域旅游的整体格局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旅游公路建设点多线长面广，涉及层级
多，泰安市紧抓省委、省政府加快建设交通
强国山东示范区重大机遇，将推进“交通+旅
游”融合发展作为实施泰安行动的重要内
容 ， 进 行 一 体 谋 划 、 一 体 推 进 、 一 体 实
施。市、县两建立了推进机制，由多部门共
同参与，协同推进旅游公路建设，成效显
著。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同时，泰安坚持用系
统思维将旅游公路作为旅游产品去打造和运
营，将旅游公路服务设施和沿线文化旅游场
所一并规划建设，编制了 《泰安市旅游交通
网主骨架布局规划 （2023—2030年）》，加快
建设“快捷通达、无缝衔接”“一廊六环多
支”的旅游交通基础设施,构建高效率的快进
通道和高品质的慢游体系。截至目前，已经
基本实现全市70家A级以上旅游景区15分钟
到达国省道、30分钟到达高速公路出入口。

随着交通与生态、文化、旅游高效融合
的逐步深入，泰安旅游公路示范项目带动作
用日益凸显，自然生态、红色旅游、乡村旅
游等特色旅游文化产业资源与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来到了相互协同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大路修起来。泰安市将始终心怀“国之
大者”，以“石敢当”的闯劲、“挑山工”的
韧劲，抢抓机遇、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在
示范区建设中当好开路先锋。

奋力向前 当好开路先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