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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吴荣欣 王晓芳

近年来，随着济南市历城区城镇化加
速推进，建设项目增多，县乡道路货运通
行任务加重，工业北路、省道102线、世纪
大道、机场路等历城辖区的济南市重要货
运通道大货车通行量急剧增加，大货车事
故呈现多发态势，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造成较大威胁，其中大货车右转盲区事
故占比较高。为有效减少大货车事故，济
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历城交警大队创新思
维、自主研发了大货车右转盲区立体警示
系统，从空、车、地三个方面综合施治，
涉及大货车右转盲区死亡事故实现同比下
降50%。

大货车右转弯时，前后轮并不在同一轨
迹上，前轮可以绕过道路上的某一物体，而
后轮却绕不过去，前后轮轨迹交叉形成的区
域恰恰是大货车驾驶人的视线盲区，因此这
一区域也是“死亡地带”，专业名称叫“内
轮差”。行人与车辆驾驶人一旦过于靠近大

货车右侧通行，进入盲区，则会带来致命危
险。涉及大货车的所有伤亡事故中，因盲区
造成的事故占比最高，这其中又以右转盲区
带来的伤亡量最大。

为了减少大货车盲区事故给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造成的损失，从根本上扭转大货车盲
区事故发生率高、致死致残率高的局面，历
城交警大队始终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综合
施策，在加强大货车交通秩序管理、强化驾
驶人和群众“大货车盲区”交通安全警示教
育的基础上，把交通安全设施建设放在关键
环节，不放过任何一个能够整改源头隐患的
创新举措，全力推动实现安全隐患“动态清
零”，创新使用了“空、车、地”三位一体
的大货车右转盲区立体警示系统。

“空”，即完善空中警示设施。一是
在大货车通行量较大的道路重要路口安装
大队自主设计并申请国家专利、全国首创
的“右转盲区可调角度凸面镜”。现已安
装在坝王路、凤凰北路、全福桥下、还乡
中路4个路口，下一步将在工业北路、世纪

大道、机场路实现重要路口全覆盖。该设
施安装了三面特殊设计的凸面镜，通过实
际测量每个路口大货车通行的实际情况，
以大货车驾驶人视线为基准，对凸面镜高
度、角度进行个性化调整，确保大货车右
转时驾驶人视线能够观察到右转盲区的实
际情况，及时发现非机动车和行人，确保
通行安全。二是设置右转盲区提示牌，安
装在路口前方适当高度，及时警示、提醒
过往的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避开右转盲
区。现已在世纪大道、省道102线、工业北
路、将军路等15个路口完成了安装工作。
三是在工业北路坝王路、工业北路凤凰路
两个大货车主要通行的路口设置右转信号
灯，将右转机动车特别是大货车与直行的
非机动车通行实行时空分离，避免形成通
行交叉，引发盲区事故。

“车”，即在大货车上安装大队自主研
发的“盲区哨兵”报警系统。利用倒车雷达
探头原理，将距离探测器安装在大货车右
侧，护栏、挡板等处，报警装置安放在驾驶

室内。当右侧行人或车辆距离大货车右侧
1 . 5米左右时，就会触发报警，以便大货车
驾驶人依据道路情况作出正确的应对措施。
使用情况证明，这一装置对于车辆右侧盲区
的监控准确可靠，有效弥补了右侧盲区对车
辆安全运行的影响。历城区共有213辆大货
车安装了“盲区哨兵”报警系统。在使用
“盲区哨兵”系统的基础上，该交警大队又
推动济钢城市矿产科技有限公司渣土车公司
在90辆渣土车上试点安装了360度视频监控
系统，对车身周边区域实现无死角视频覆
盖，彻底消除大货车盲区。该公司自安装了
360度视频监控系统后，车辆至今未发生过
一起盲区事故。

“地”，即在地面施划盲区警示区。该
交警大队率先在全市施划地面大货车右转盲
区警示区，现已在大货车通行集中的省道
102线、世纪大道、机场路等道路的28个路
口进行施划，与空中警示标志、右转盲区可
调凸透镜等组成立体防控网，提醒车辆、行
人避开大货车右转盲区。

□管兵 报道
本报沂水讯 “十三五”期间，沂水县大力实

施“交通+”发展模式，紧扣全域旅游、两城同建、
产业融合、物流电商、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6个方
面的工作，科学谋划、完善布局、加快建设、狠抓
服务，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客货运输服务水平大幅
提升，实现了公路基础设施的城乡均等、公共出行
的城乡均等、货物运输的城乡均等，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十三五”期间，沂水县累计实施农村公路路
网提档升级、自然村通达和县乡道大中修工程1600
余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600余公
里，改造危桥52座，建设扶贫道路239公里，完成
323个行政村通户道路硬化任务，全县农村公路总里
程达到3700余公里，农村公路通达深度不断提升，
从“村村通”深入到“户户通”硬化路，实现了公
路基础设施的城乡均等。

新建城乡客运站4处，升级改造乡镇客运站11
处，建设城乡客运候车亭及停靠站（牌）826处，在
贫困村设置公交站点147处；城乡公交全面实行统一
车型、统一调度、统一服务标准、统一管理、统一结算
的“五定五统一”服务标准，对小学生及护送家长、60
岁以上老年人、特殊人群和现役军人实行免票优惠乘
车。截至2020年底，全县共开通城乡公交线路19条、镇
村公交线路12条、城市公交线路5条。全县城乡客运网
络覆盖广度不断提升，从“行政村”覆盖到“建制
村”通客车，实现了公共出行的城乡均等。

积极整合交通、邮政和供销资源，在县城建立2
处农村物流分拨中心，在18个乡镇布局物流配送站
18处，在1040个村建设村级物流网点2622个，构建
起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网络体系。沂水县农村
物流网络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农村生产生活物资和
农产品运输从“最后一公里”缩小到“最后一
米”，实现了货物运输的城乡均等。

□达庆珺 吴荣欣 报道
本报临沂讯 2月2日，山东交通技师学院党委

副书记解耿品，副院长赵军辉、郝风伦等赴兰陵县
西大埠村看望慰问了在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中荣获
银牌的优秀选手张风利及其家人，带去了该学院的
祝贺和新春祝福。

在首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中，山东交通技师学
院学生张风利代表山东省参加原型制作项目比赛，
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夺得银牌，顺利入选第46届世
界技能大赛国家集训队，并获得“全国技术能手”
称号。在张风利的家中，解耿品一行为张风利一家
送上喜报、奖金和慰问品。张风利的父亲流下了喜
悦的泪水，他激动地说，优异成绩的取得，离不开
学院的多年培养，他们将会一如既往全力支持孩子
比赛，鼓励他戒骄戒躁，刻苦训练，争取再为家乡
添彩、为全省争光。

近年来，山东交通技师学院着力推进教学改
革，全面提升职业技能教育，培养了大批优秀的行
业高水平职业技术技能人才。下一步，该学院将进
一步发挥技能竞赛在专业建设、教学改革、学风建
设、人才选拔培养等方面的引领带动作用，将大赛
成绩转化为教育教学成果，转化为推动学院高质量
发展的强大动力。

□通讯员 增伟 晓萍 报道
本报莒南讯 1月29日，莒南县城乡公交一体化

开通仪式举行。按照“政府主导、企业运作、集约经
营”的原则，莒南在临沂市率先实施了城乡公交一体
化改革，开通城区到乡镇公交线路15条，更新新能源公
交车45辆，推行城乡公交、镇村公交2元票价机制和“一
卡通”乘坐方式，实现了公共交通基本服务均等化。

据悉，莒南县城乡公交一体化的开通，将改善广
大群众出行条件，有力促进莒南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标志着该县城市公交事业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相关负责人表示，莒南县将主动对接融入省市道路交
通网络体系，持续实施立体大交通工程，加快交通互
联互通、加大监管执法力度、提升管理服务水平，不
断探索新时代交通工作的新方法、新路径，推动全县
交通路网结构水平及通达能力全面提升。

□记者 王晓芳 吴荣欣 报道
本报济南讯 2月5日，记者从山东高速

集团年度工作会议上获悉，2020年，山东
高速集团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667亿元、利
润总额158亿元、净利润104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34 . 95%、41 . 63%和33 . 52%，利润
总额继续保持在省属企业第一梯队，全面
超额完成国资委考核任务，高质量发展迈
上新台阶。

聚焦主责主业，圆满完成各项重点任
务。2020年，山东高速集团高速公路建设
投资超700亿元，9条高速公路提前建成通
车，5条按期开工，超额完成省委、省政府
下达的年度任务，助力全省高速公路通车
里程突破7400公里，重回全国第一方阵。
加快推进济青中线、京台改扩建泰安至枣
庄段两个智慧高速项目，实施车路协同与
自动驾驶关键技术研究等25个科研项目攻

关。统筹运营的“齐鲁号”欧亚班列全年
累计开行1506列，同比增长43%，有效发
挥了我省稳外贸、稳外资的国际物流大通
道作用。参与设立总规模1000亿元的山东
半岛城市群基础设施投资基金，承担700亿
元出资和筹资任务。

采取有力措施助力疫情防控，为全省疫
情防控作出重要贡献。去年疫情期间，山东
高速集团每天有1 . 5万名员工奋战在高速公路
运营一线，联合有关部门设立防疫检测点437
个，无偿投入1000多万元为防疫工作提供物
资保障；设置绿色通道630条，保障抗疫物资
和医患人员优先快速通行；创新集中养护模
式，大幅缩短大中修工期，提升通行效率；
设置7处应急物资分拨站，优先为抗疫物资运
输提供保障；累计减免通行费、房租近100亿
元，为小微企业发放贷款163亿元，集团及广
大员工捐款捐物总额超2500万元，彰显了国

有企业责任担当。
高效推进联合重组工作。按照省委、省

政府部署要求，第一时间推进组织、产业、
资源、人员等有序整合，7月完成财务并表，
8月完成总部部室整合，11月完成新山东高速
集团工商变更。联合重组后的山东高速集团
作为全省交通龙头企业的地位更加突出，对
交通强省建设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在全国
高速公路行业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初步实
现“1+1>2”的效果。

持续推进改革创新，企业活力显著增
强。山东高速集团去年完成63户企业混改，
混改企业户数占比和资产占比双双突破
70%，提前一年完成省国资委任务目标。提
前2个月完成10户僵尸企业处置，清理退出非
主业企业15户、低效参股企业7户。推动威海
商行H股IPO，实现2500亿元资产证券化，成
为2020年境内外成功上市的唯一一家城商

行，年末该集团资产证券化率超额完成省国
资委考核目标。三项制度改革纵深推进，搭
建起“1+3+N”制度体系，全员绩效考核、
薪酬与考核挂钩覆盖率均达到100%，88户企
业纳入省国资委中长期激励试点，占试点总
数的2/3。

据了解，2021年，山东高速集团将坚持
不懈突出党建引领，优化产业布局，鼓励创
新创造，推进企业治理，提升质量效益，塑
造企业文化，全力做好改革发展各项工作。
尤其是，全年计划投资703 . 7亿元，确保京台
高速改扩建泰安至枣庄段、德州至齐河段等5
个高速公路项目建成通车，京台高速改扩建
济南至泰安段、明村至董家口高速公路等10
个项目开工建设。同时，将主动对接全省
“十四五”高速公路规划项目，为“十四
五”高速公路里程突破1万公里打下坚实基
础，实现“山东路”的新飞跃。

□ 本报记者 肖 芳
本报通讯员 代新兴

1月11日，天气预报，山东港口烟台港
未来几天将遭遇恶劣天气，这让原计划1月
14日靠泊的“海上明珠”轮无法按期完货
离泊避风。怎么办？紧急时刻，管道智脑
系统开始自行推演，2分钟后给出兼顾安
全、降本、提效和保供需求的综合辅助决
策方案。山东港口以管道智脑系统为试
点，让港口变得可计算、能思考、会决
策，由“单点智能”向“全局智慧”升
级。

智慧港口建设

蹄疾步稳

2020年5月19日，山东港口获批全国首
个交通强国“智慧港口建设”试点单位；
6月2日在一流智慧绿色港口建设推进大会
上，与SPA、平安智慧城市、阿里云等多
家行业领先的头部企业达成合作，开启
“1+N”开放共享共建模式；8月8日在
2020·青岛·陆海联动研讨会和山东建设
一流智慧绿色港口成果发布会上，评审通
过《山东港口智慧绿色港顶层设计方
案》；10月21日，召开智慧绿色港建设
重点工程项目推进大会，宣布《山东港口
智慧绿色港建设重点工程项目清单》；11
月30日，交通运输部自动化码头技术交通
运输行业研发中心落户山东港口……一路
走来，山东港口智慧港口建设蹄疾步稳，
力度持续加大。

作为交通运输部首个交通强国“智慧
港口建设”试点单位，山东港口肩负着港
口数字智慧世界的“灯塔港”角色，致力
于推进集装箱、干散货、件杂货、液体散
货等全体系自动化作业的同时，构建自上
而下、全局优化、整体智慧的解决方案，
探索建立“中央决策大脑”。

由“单点智能”

走向“全局智慧”

烟台港“管道智脑系统”是山东港口
向“全局智慧”转变的智慧港口“试水”
项目。

“奇弦智能”有着同济大学背景，是
山东港口智慧港口建设的重要合作伙伴。
“他们的全息计算技术能在计算机里实时

‘克隆’一个组织的全部要素和机理，创
建出动态演进的‘数字孪生组织’，集成
机器学习和深度优化，实现全息推演和立
体决策”，山东港口科技集团安全技术部
部长王宇升说，“山东港口拥有广阔的应
用场景，能提供项目研究所需的全流程环
节和全体系数据应用”。

双方以烟台港管道公司为试点，将其
全链条业务镜像至计算机，构建起“能分
析、会思考、善决策”的管道智脑系统，
可通过考虑业务目标、各环节生产要素
等，一键生成生产计划建议、最佳营销行
动建议、卸船及运营作业建议等，突破了
现有局部自动化、单点智能应用极限，实
现了整体思考。

不同于港口自动化主要在码头生产作
业等相对封闭的内部场景中应用，山东港
口的智脑系统着眼于全供应链的自动化、
智慧化应用。

管道智脑系统建议带来的收益远不止
码头作业。烟台港管道公司生产调度中心
副主任梁风旗以“海上明珠”轮靠船作业
为例表示，1月15日20时，3 . 6万方SOKOL
原油顺利外输，不仅保障了客户油品供应
需求，还实现港口增收100余万元。

铺开“智慧大脑矩阵”

历时两年优化升级，烟台港管道智脑
系统日臻完善，实现“全要素镜像+海量实
时数据对接”，取得了现实经济效益。目
前，系统全息模型已将90种以上油品、4种
船型、300个以上流程环节以及卸船、倒
罐、装车、火车、管道干支线作业流程等
全局业务要素镜像至计算机中。模型加载
优化算法后，能在2分钟内给出装卸船、仓
储周转、干支线管输、公路铁路疏港的全
运营环节作业计划辅助建议，计划制定速

度提高了100倍以上。
“经测算，通过智脑系统，支线供给

效率提升了13%，系统风险降低了50%，同
等情况下年原油作业量可提升30万吨，收
入增加3000万元，大幅提升了计划决策的
稳定性、可靠性。”烟台港管道公司生产
调度中心计划室经理刘永强说。2020年，
在智脑系统辅助下，烟台港累计打破卸船
纪录4次，其中6月份仅用38 . 4小时就完成
了“帝国”轮28 . 7万吨的原油接卸，创满
载VLCC卸载纪录。

作为交通强国“智慧港口建设”试点
单位，除了管道智脑，山东港口还将在集
装箱、干散货、原油、件杂货乃至港口物
流大力推进自动化系统，并深度融入管理
业务建设一个又一个整体“智脑”系统，
与山东港口中央智慧大脑一起构建服务全
局的智慧大脑矩阵，为智慧港口建设提供
更为强力持久的支撑。

历城区交警大队创新使用右转盲区立体警示系统

立体防控右转盲区 守护生命平安出行

山东高速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667亿元、利润总额158亿元、净利润104亿元

2分钟给出最优方案，提高计划速度超百倍

山东港口迈向“全局智慧”时代
山东交通技师学院

喜报送进农家院

莒南城乡公交一体化开通

沂水大力实施“交通+”

实现“三个城乡均等”

□通讯员 姜乾相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腊月二十四，记者驱车来到位于

济南市章丘区境内的济高高速一标段工程现场，在
该项目部留守值班的赵青库、崔少华等人冒着寒
风，像往常一样头戴安全帽、身穿工作服，一丝不
苟地在工地上开展安全巡查检查。今年春节，他们
选择留在项目部过年。

济高高速作为山东省十三五规划期开工建设的
重点项目，是一条连接济南和高青县的大动脉，对
区域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负责一标段工
程项目的是山东泰和公路工程有限公司。该公司工
会主席王琪茹告诉记者，这个项目部今年春节将有
三位外地员工留守，有东北的、河北的，还有威海
的。春节假期，他们主要负责安全巡查和环保保障
等工作，堪称24小时全时段安全员。这些工作看似
轻松，其实付出的不光是时间，更有心血和汗水。

一标段项目经理牛文学告诉记者，该公司给留
守人员准备好了过节期间的米、面、油、肉、水
饺、蔬菜等必备物品，公司主要领导在过年期间也
将会陪同他们一起值守过大年。另外，留守人员按
照国家规定一律享受三薪。过节以后，找机会让他
们补休；疫情结束后，再安排他们回家探亲。

今年32岁的崔少华是河北保定人，担任结构工
程师。他说：“长这么大，我是第一次在外面过
年，而且还是省外，其实挺想家的。”

今年47岁的赵青库，是黑龙江绥化市安达县
人，现任一标段项目副总工。他的日常主要工作是
施工成本管理和计量结算。他说，“单位领导想得
很周到，生活安排得很舒心，自已和留守的同事一
定值好班，尽好责，不负好春光。”

济高高速一标段工程项目部留守人员

值守大工地 不负好春光

山东港口烟台港西港区30万吨级原油码头正在作业。


	09-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