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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城区交通运输“十三五”发展规划

“十三五”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重要时期，也是加快推进现代交通运输业发展，加快交

通运输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战略

机遇期。为推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充分发挥交通在国

民经济中先行军的作用，为全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

交通保障，特制定薛城区交通运输“十三五”发展规划。

一、“十三五”发展规划的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

发展观统领全局，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及省、市党代会

精神，按照区委确定的总体工作思路，以加快城市转型为抓

手，以建设城乡一体为目标，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人

民生活需求，着力实施“三大工程”，即构建大路网，完善

客货运，发展大物流，积极推动交通运输业由传统产业向现

代服务业转型，努力培植交通发展新亮点，提高综合服务水

平，努力构建环保、安全、便民、经济、高效的综合运输体

系，实现全区交通运输业的又好又快发展。

二、“十三五”交通发展规划目标

以实践党的群众路线统领交通跨越式发展，以全面提高

交通设施的综合质量、全面提升行业管理的综合水平、全面

增强交通队伍的综合素质、全面健全廉政保障的综合体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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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规划薛城区“十三五”的交通基础设施。

（一）、道路交通网络规划。公路建设建成布局合理，

结构优化，以二级以上公路为主体的“四纵六横”的公路网

络。

1、一纵是省道店韩路贯穿薛城境内，北起山亭区界，

南至济宁市界。

2、二纵是长白山路，北起枣矿集团八二四厂（陶庄镇

境内），南至沙沟镇杨庄。

3、三纵是黄洪路且向南延伸，经永福路、南立交桥至

疏港路，终点为 104 国道。

4、四纵是西外环改造工程。该工程自改线后的枣曹线

（常庄镇种楼村）向南至改线后的郯薛线（常庄镇卜岭西村

南）。

5、一横是陶庄、邹坞绿道，西起陶庄镇千山村，沿山

边至邹坞镇官庄村，全长 33 公里。

6、二横是山官线。西起陶庄镇鲁桥，向东至夏庄变电

所，向南延伸至高铁站。

7、三横是枣曹线和其改线段，枣曹线至匡山头向西改

线，上跨枣临铁路、蟠龙河、高速公路、京沪铁路，向西经

种楼村北和东黄、西黄村南接微山西外环。

8、四横是光明路。

9、五横是郯薛线改线工程。省道郯薛线自前洛房南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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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界向东，经大山村村南向东南至石坝村、六炉店村南、沙

沟十九中、沙沟黎旭、东界沟、南常北小北庄和原郯薛线相

交处，至峄城界，全长 22 公里。

10、六横是县道前薛线，前薛线自周营经沙沟接薛城。

（二）、道路运输行业发展规划

1、道路运输车辆发展。“十三五”期间，拟规划开通

城乡客运班线 5 条，开通 B6 线（薛城至滕州）、薛城至微山

BRT，投入 LNG 车辆 14 辆；新发展危化品运输公司 2 家，投

入专用危化品运输车辆 50 余部；新发展出租汽车 300 辆；

发展长途班线 3 条；发展旅游车辆 5 辆；货运车辆年增长率

达 6.5%。

2、物流园区建设。依据《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有关

条例规定，“十三五”期间，在交通便利的城乡结合部建设 1

至 2 处具有仓储、大件运输、甩挂、维修、货运配载、信息

服务等多功能的综合性物流中心，总建设面积达 200 余亩，

鼓励引导沿街非法维修企业及搬运装卸、货运代理、货运配

载等道路运输辅助业务经营者向物流中心进驻聚集，实行统

筹化管理，提升物流运输能力和水平。

3、机动车维修。十三五期间，全区新建 20 家一、二类

维修企业和 30 家三类维修企业，鼓励并扶持品牌维修企业，

到 2020 年，一、二、三类企业（户）比例由“十二五”期

间的 8：30：38 调整到 10：4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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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机动车维修网点布局。到 2020 年，每千辆车拥有的

维修企业总点数达到 4.68 家，其中每千辆车一、二类维修

企业点数为 1.6 家，建立以市区为中心辐射的机动车维修应

急救援网络，以一、二类维修企业为骨干，三类维修企业加

盟的 24 小时汽车救援网络。车辆维修量由“十二五”期间

的 15.6 万辆次上升到 21.8 万辆次。

5、机动车维修人员结构。到 2020 年，道路运输从业人

员持证率达到 100%，一、二类维修企业生产人员中中级工的

比例达到 10%，高级工的比例应达 86%，企业管理人员、技

术负责人员和质量检验人员总数的 100%应当经全国统一考

试合格，机修、电器、钣金、涂漆维修技术人员总数的 99%

应当经全国统一考试合格。

6、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十三五”期间，规划建设综合

类一级驾校 1 所。

（三）、农村公路安保工程规划

农村公路修建标准低，行车条件差，大多数已经修建的

农村公路安全保障工程没有实施，十二五期，上级安排实施

了县道安保工程项目，我们在“十三五”期，多方筹集资金，

认真进行详细的实地摸底调查，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将公

路技术指标与交通事故情况紧密结合，通过分析行车安全条

件，将辖区内乡道和村道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纳入安保工程

实施路段，利用十三五全部实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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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村公路建设规划

根据全区“四纵六横”的总体公路网规划思路，农村公

路建设内容为：

1、调整农村公路路网，使我区农村公路路网更趋合理，

共需建设任务 47 公里。

2、努力使我区县道达到二级以上标准，使乡道全部达

到三级路以上标准，村道四级路以上标准，消灭等外路、差

级路，使农村公路安全畅通，建设需求 242 公里。

3、村级网化工程，村级网化工程是解决村与村之间、

村内道路户户通的民心工程，“十三五期，我区 234 个行政

村全部达到“户户通”，需求 478 公里。

4、危桥改造项目。我区共有危桥 17 座，其中中桥 5 座，

小桥 13 座。共需改造中桥 7 座（包括小桥改中桥 2 座），小

桥 11 座，“十三五”后将全部消灭危窄桥。

6、农村公路绿化。结合城市创森，“十三五”期我区农

村公路可绿化路段绿化率 100%，旅游道路、城乡结合部、主

要交通干道等路段，要质量、高标准、深层次绿化。

7、养护质量。在十三五末，努力使我区农村公路养护

质量达到 75%，消灭差级路。

（五）、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十三五”期，继续加大

路政巡查力度，积极宣传道路法规知识，严格查处侵害道路

的违法行为。继续加大力度研究公路养护技术和公路常见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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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治理技术，加快筑养路机械的现代化进程，制定研究规范

性文件指导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提高公路服务水平和服役年

限，同时，加强公路养护管理技术研究，大力推广应用新技

术、新材料、新工艺。

三、“十三五”建设重点项目

见附表

四、“十三五”发展规划资金需求

“十三五”期间预计实现薛城各类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规划总投资 10.6亿元。其中：路网改造投资 5.9亿元，

农村公路投资 2.3 亿元，农村公路养护费用 0.6 亿元；物流

枢纽项目、驾培学校共需投资 1.3 亿元；其它共需投资 0.5

亿元。

五、实施“十三五”发展规划的主要保障措施

⒈加强政府宏观调控。交通“十三五”规划的实施是一

个十分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切实加强

领导，各职能部门密切协调和通力合作，形成统一领导、各

负其职，统一管理、分工合作的新型管理体系。

⒉推进交通建设市场化、社会化。建立适应市场

竞争机制的交通综合运输体系，形成一套逐步与国内

外市场接轨的基本建设程序，形成高效、经济、统一

的交通综合运输体系，吸引各方面的力量参与交通运

输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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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强化交通工程领域的廉政建设。交通运输“十

三五”规划的建设和实施，将投入大量的资金和资源，

管好、用好建设资金和资源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要有一套有效的制度和机制来约束管理者和经营者的

行为，保障廉政法规政策的执行和落实。

⒋建立健全交通工程建设管理制度。

进一步完善建设项目工程的招标和投标制度，研

究和解决招投标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健全质量监督和

管理系统，完善项目建设过程的监督制度和项目竣工

后的跟踪评估制度；深入研究探索公路养护体制改革

思路，发扬农村公路养护“枣庄模式”。

⒌规范交通运输业经营管理体制。

进一步完善运输市场各项政策，规范市场经营的

准入和退出机制，加强对企业经营资质条件的审查和

动态监管，规范企业承包、租赁等经营行为，优化资

源配置和运力结构，推动交通运输市场运行法制化、

保障制度化，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客货运

市场，满足社会需求。

⒍开辟资金渠道，保障规划实施。确保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是实现“十三五”规划的首要问

题。要紧紧抓住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机遇，充分利用好上

级有关交通基建补助政策，确保上级投资项目、重点工程和

农村公路建设项目配套资金及时到位，引导带动地方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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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融资、利用外资等投融资方式，多方筹集建设资金，为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完善的资金保障，促进交通建设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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