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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解放路改造工程拉开大
幕，这是太原城建史上的一件大事，引
起了市民高度关注。

大多数省会城市都有一条街道叫
解放路，其命名缘由决定了她在城市中
的重要位置。

从上世纪50年代建成以来，太原
的解放路就成为了市民最熟悉的街道
之一。解放路,见证了太原城市发展的
风风雨雨，给几代人留下了美好的记
忆。

时光荏苒。无论经历何种变化，解
放路一带始终是全市行政办公、医疗教
育、文化商业资源最集中的地带，也是
人流车流最密集、交通最繁忙的地带。

由于建筑密集、交通流量大，解放
路改造难度大，对城市影响也非常大。
近70年来，解放路大多是小打小闹，以
分段、小改为主，功能提升有限，无法满
足城市快速发展的需要。小改没几年，
很快就被城市的快速发展落在了后面。

市民急切盼望着解放路能有一次
脱胎换骨的大改造。

本次改造范围南起南内环街，北至
花园后南街，全长约8公里。按照设计
单位对道路改造的定位，老太原府城内
保留历史文化特色，道路节点采用平面
交叉，信号灯控制交通；府城外重要道
路交叉节点为强化交通功能，增加通行
能力，减少拥堵时间，采用立交设计。
改造完成后，结合地铁2号线，解放路
将成为我市首条全立体交通主干道。

提升效率 拓宽路面

双塔西街至府西街、缉虎营街至花
园后南街段断面效果图

现状解放路为双向六车道，改造后
红线将拓宽至50米。其中，除双塔西
街至南内环街路段为双向六车道外，其
他路段都将拓宽至双向八车道。

路面拓宽后，道路通行方式也将发
生显著变化。由现在的机动车和非机动
车混杂，变为用绿化带分隔，实现行人、
非机动车、机动车各行其道。人车分离

的最大好处是，安全性增加，通行效率提高。
借助道路拓宽的机遇，解放路道路下方要重新敷

设雨水、污水、自来水、电力、电信、热力、燃气7种市政
设施管线，管径加大、配置优化，提升后
的标准至可满足50年发展需求。

两座高架桥 通行更快捷

解放路改造工程，要新建两座高架
桥。2013年北中环通车后，经过解放路
处采用了下穿方式，东西向交通十分顺
畅。但南北向交通还采用平交方式，由
信号灯控制，通行能力不令人满意。

此次解放路改造，在与北中环交叉
处，要新建一座高架桥。高架桥采用钢
箱梁结构，全长近300米，桥面宽17米，
设置双向四车道。跨北中环高架桥后
向北不远处就是新建的尖草坪立交
桥。有了这座跨线桥，南来北往、目的

地不需要通过北中环转换的车辆，就可以一脚油门，直
接驶上高架桥，不再受信号灯控制。

现状解放路北段，北大街、北沙河、胜利街也是3个
平交道口，车辆通行要受交通信号灯控制。此次改造，
要在这里架设一座长800余米，连跨3个道口的高架
桥。该桥钢箱梁结构，宽17米，双向四车道。

该桥北端落地处与北中环跨线桥南端上坡起点距
离约300多米，为何不把两座桥连接成一座桥，让车辆
更快捷通过？设计人员介绍，这样做的目的其实更有利
于车辆通行。如果两桥合一，以从南面驶来一辆要去北
中环的车辆为例，该车需要从北大街口就进入地面道
路，连续经过4个道口后，才能到达目的地。分为两座桥
建设后，该车就省去了3个道口等待，反之亦然。

地上地下合理接驳

解放路现有的宽银幕电影院、大南门两座人行天桥，
在这次改造中将被保留，重新装饰后再次投入使用。其
中，位于宽银幕电影院门前的人行天桥，是我市建成时间
最久的人行天桥，已成为解放路记忆的一部分。

正在兴建的地铁工程，也具备方便行人过街的功
能。地铁2号线在解放路共设有西涧河站（太钢站）、小
商品市场站（涧河站）、矿机站（胜利街站）、北大街站
（大北门站）、缉虎营站、府西街站、钟楼街站（开化寺街
站）、大南门站、双塔西街站（体育馆站）、南内环街站10
个车站。这些地铁站的进出口，也是横穿解放路的人
行通道，既满足市民乘坐地铁需求，也可以供行人安全
过街。

新增的下穿通道、保留的天桥、地铁出入口，再加
上平交路口的人行横道，改造后的解放路，可达到400
米一处行人过街设施。

按照设计，解放路改造后的人非系统与地铁出入
口将进行合理接驳，在地铁出入口附近设置较多的公
共自行车锁桩、共享单车区等设施，以解决市民“最后
一公里出行”。

三处下穿通道 解决不少问题

解放路改造工程，要新建三处下穿通道。花园后
南街、东三道巷附近各一处，山医大一院——迎泽公园
一处。

现状解放路主路路面由于缺少道路分隔设施，行
人乱穿马路现象十分普遍，特别是在一些商业集中区，
不仅降低了道路车辆通行能力，也对行人的安全构成
威胁。考虑到这一因素，解放路改造要在花园后南街、
东三道巷附近，分别建设一座行人下穿通道，各自对应
解决花园大酒店、万达广场等繁华场所、密集人流安全
顺畅过马路全问题。

迎泽公园是我市建成年代最早的城市公园，已成
为太原标志之一。近两年经过改造升级，对本地市民

和外地游客的吸引力大增。美中不足的是，停车位太
少。为解决这一问题，我市规划要在迎泽公园内部新
建容量充足的地下停车场。

位于解放路西侧的山医大一院，是我省知名医院，
每天看病的人摩肩接踵。因该院仅有一处地面停车
场，每日高峰时期同时排队等候进院的车辆，常常有数
百辆之多，进一步加大了该区域交通压力。为增加医
院停车能力，山医大一院也计划在院内新建一座地下
停车场。目前，看病的人流随意穿越解放路已是常态，
一直是我市交管部门重点管控区域之一。

解放路这次改造，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在这里设
置一座下穿通道。该通道不仅可供行人安全穿越解放
路，也把山医大一院与迎泽公园停车场连通起来。迎
泽公园通过下穿通道，就是医院；医院出去，通过下穿
通道，就进了公园。

府城内平面交叉 府城外立交设计

解放路改造工程南起南内环街，北至花园后南街，
全长约8公里。其中，占总长度一半以上的迎泽大街至
北大街段，位于府城范围。按照设计单位对道路的定
位，老太原府城内保留历史文化特色，道路节点采用平
面交叉，信号灯控制交通；府城外重要道路交叉节点为
强化交通功能，增加通行能力，减少拥堵时间，采用立
交设计。

现状解放路红线最宽处约40余米，双向六车道，改
造后红线将拓宽至50米，双向八车道。道路标准断面
采用人、机、非独立的三块板形式，双向八车道通行；双
塔西街至南内环街局部交通受限段为双向六车道。北
大街至胜利街设置连续长高架桥，北中环节点设置单
节点跨线桥。

南沙河桥南侧新建掉头通道

解放路南沙河处，也是此次改造的重要节点。
南沙河快速路改造时，新建加宽了解放路原有桥

梁。此次改造，该处桥梁不做改动，对引桥部分要给予
加宽。同时，在桥梁南侧新建一处车辆掉头通道。

受限于现有周围建筑影响，该通道为单向掉头通
道。只允许由南向北的车辆在此掉头，由北向南的车辆
若要掉头，还需要继续向前，到允许的路口完成掉头。

该通道也兼顾行人通行能力。

留住共同的记忆

解放路改造，牵动着多少太原人的心思。一条道
路，见证了这座城市辉煌的历史。解放路，曾经是城市
的纵向中轴线。太原府城，南有迎泽门，北有拱极门。
迎泽门位于目前的大南门，拱极门已重建开放，沿着这
条路，从迎泽门到拱极门，从拱极门到大南门，历史建
筑星罗棋布，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在诉说着这座城
市骄傲的古代史、蹒跚的近代史，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
日新月异的发展历程。

一条道路，与我们的记忆紧密相连。解放路，曾经
是我们这座城市最繁华的所在。这里及周边，集中了省
政府等重要机关，集中了山医大一院、山西省实验中学、
外文书店、新华书店、宽银幕电影院等医疗教育文化资
源，集中了解放大楼、食品街、钟楼街等购物餐饮场所。
这座城市一代一代人，曾在这里上学、上班、看电影、泡
书店……一条老街，串起了几代人的美好记忆。

解放路改造，是一次规模宏大的城市更新。既要
大力保护府城这样的历史建筑群，也要尽量保护曾经
带给我们美好记忆的建筑、街区，更要纳入地铁、高架
桥、下穿通道等技术文明新元素。城市更新，让历史文
化和现代文明在这条城市主干道上交相辉映，共同构
成我们城市的新风貌。

城市更新，不是挖旧建新，更新的不只是道路，而
是地上与地下、道路及周边；是通行能力、城市功能、承
载能力的全面提升，让空间布局更合理，整体风貌更协
调，城市环境更宜居。

解放路改造后，交通多通畅、风貌有多美、功能多
完善？让我们共同期待。 来源：FM107太原交通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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