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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吉林省开展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建设等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审批<吉林省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实施方案>（送审稿）及试
点任务申请书的请示》（吉交规划〔2020〕31号）收悉。为重在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
要》相关领域的目标任务，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开展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
（交规划函〔2019〕859号），经研究，主要意见回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在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建设、高纬度季冻区公路智慧提升工程、季冻
区公路基础设施长期性能观测、“互联网+”交通运输监管与服务系统、交通运输安全
风险分级防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构建与安全智能管控等方面开展试点（具体
要点附后），请进一步细化试点任务、落实具体举措，明确阶段目标和时间进度，并及
时向我部报备。

二、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试点工作推进机制，明确责任分工，强
化政策支持。加强上下联动，强化协同配合，鼓励各方积极参与。

三、统筹推进、突出重点，力争在旅游风景道综合体系建设，高纬度季冻地区公路
智慧提升关键技术，季冻区公路基础设施长期性能观测网建设，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管
系统及公路工程全流程质量安全监管系统建设，交通运输安全智能控制等方面取得突破
性进展，形成一批先进经验和典型成果，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交通强国建设提供
经验借鉴。

四、加强跟踪、督导和总结，试点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以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成功经验模式及时报告我部和吉林省人民政府。每年12月底前向我部报送年度试点工作
总结。

我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单位、专家对试点工作积极指导，在“十四五”规划编制等
工作中加强支持，适时开展跟踪调研、监测评估和经验交流，并在试点任务实施完成后
组织开展考核、成果认定、宣传推广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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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交通强国建设吉林省试点任务要点

一、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建设

（一）试点单位。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吉林省交通科学研究所、通化市交通运输局、白山市交通运输
局、延边州交通运输局、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二）试点内容及实施路径。

1.加强旅游大通道（G331吉林境内段）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快进、慢游”旅游综
合交通网络。全面治理沿线地质灾害，重点针对崩塌隐患、潜在落石危害边坡路段，涎
流冰、泥石流、路基冻胀融沉路段等按照不同成因及规模，分类施策，形成系列科学有
效防治方案。推进G331公路全线服务区、停车区、观景台、管养设施、路域景观节点、
旅游标识系统、智慧设施等配套设施建设，完善区域旅游综合体、露营地、驿站、游船
码头、慢行系统等五类服务设施，新改建G331技术等级较低路段主线及沿线配套服务设
施，建设连通内地交通骨架网、主要城市和景区等连接公路，建设口岸公路、界河桥、
界河航道、游船码头等基础设施，优先建设图们江下游段航道。推进珲春—克拉斯基诺
自动驾驶通道基础设施建设。

2.打造G331旅游风景道综合体系。基于“全域旅游”理念，以G331公路为骨架，
以农村公路等为支线对景区进行挖掘、串联和整合。打破行政区划，将G331公路延伸为
一个区域，对沿线工、农产业及资源统筹开发建设，并重新配置区域内相关资源和公共
服务。

3.建立区域旅游交通服务系统。结合资源环境条件，构建以满足游览、游憩为主的
独立慢行系统。利用沿线的自然生态及人文资源等，提升景观、完善服务配套设施。加
强与公共交通网的结合，利用旅游交通大数据信息，为游客提供安全、便捷的交通信息
服务。

4.加强G331区域生态安全保护。协调公路建设与沿线自然、人文环境关系，集约利
用通道资源，加强特殊路段安全设计。有效融合原貌，提升旅游公路沿线景观。创建公
路野生动物通道。探索开展“公路+生态”建设模式，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对环境的影响
和破坏。

5.打造G331旅游公路文化品牌。开展标识设计宣传，传承沿边多民族优良传统、弘
扬优秀民族精神，讲述特色旅游公路故事。

6.创新旅游公路投融资及运营管理模式。完善政企合作机制，完善社会资本参与交
通建设机制，有效利用优势资源，推进项目建设质量控制和资金统筹。

（三）预期成果。

通过1—2年时间，形成设计、施工导则和建设模式，制定地质灾害治理方案，完成
G331新改建路段可研方案和重点路段设计。



通过3—5年时间，完成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主体建设，G331重点区域、重点路段
实现通车，同步完成相应路段地质灾害隐患治理工程。G331沿线重点路段20公里区域
内与主要景区、城市等连接公路升级改造完成。形成G331旅游风景道综合体系方案，并
完成沿线配套设施、旅游航道、旅游服务设施示范段建设。建成10处以上G331区域生
态安全保护示范点。公路沿线旅游服务设施更加完善。沿线部分界河桥、口岸路、游船
码头等新改建完成，重点通航段界河航道整治完成。珲春—克拉斯基诺自动驾驶通道的
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形成旅游通道建设关键技术、指标和标准，取得可复制、
可推广的典型经验。

二、高纬度季冻区公路智慧提升工程

（一）试点单位。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

（二）试点内容及实施路径。

1.基础设施健康监测。采用高精定位、埋设传感器等，对路基、路面、高边坡、重
点隧道和大型桥梁开展健康监测，通过数据模型，对结构物安全健康状况、及特殊气候
条件下的潜在危险进行安全评估，对高危情况进行预警。

2.交通运行状态监测及分析。开展旅游大通道路网交通流运行状态监测，通过车路
协同路侧设施及车载终端，向驾乘人员提供道路危险状况、拥堵、限速、汇流、匝道分
合流等预警信息，提高运行效率。

3.低温条件下的精准气象感知及预测。通过设置全要素气象、环境、能见度等监测
装置，提供寒冷气候条件下的精准气象感知和恶劣天气预报预警。提升道路安全、养护
管理和服务水平。

4.行车安全智能诱导。针对极端天气（包括暴雨雪和团雾）易发路段和公路交通量
较大路段，布设智能安全行车诱导标志及智能行车安全诱导系统，支撑安全辅助行驶。

5.互联网+综合服务。在G331沿线建设新能源车辆能源补给装置，对服务区进行智
能化改造。采用信息化手段多渠道提供实时交通运行状态查询、出行路线规划等综合信
息服务，提高交通运输与旅游智慧融合服务水平。

（三）预期成果。

通过1—2年时间，完成G331智慧提升工程需求分析、可研方案和初步设计。

通过3—5年时间，完成智慧工程重点路段实施，特殊路段路基和路面、高边坡、重
点桥梁、长大隧道实现状态实时监测、性能安全评估及危险预警，重点基础设施服务品
质得到显著提高。公路沿线重点路段视频监控覆盖成网，旅游公路运行状况全面掌握。
旅游服务信息多渠道发布，交旅智慧融合服务水平全面提高。提出高纬度季冻地区公路
智慧提升工程关键技术和指标，形成吉林省普通智慧公路建设以及运行管理等系列技术
要求和标准规范，建设区域智慧化路网。

三、基于物联网的季冻区公路基础设施长期性能观测研究

（一）试点单位。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吉林省交通科学研究所、哈尔滨工业大学交通学院、辽宁省交
通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二）试点内容及实施路径。

1.构建基础设施长期性能观测网。结合路网建设规划，依托新建高等级公路，建设
全场景观测实体工程。构建“1+4+N”季冻区公路交通基础设施长期性能观测网布局
（1个路网观测大数据中心，4个典型季冻区省份和N个包括气候、路基、路面、构造物
等观测对象的观测点）。

2.建立大数据中心平台。依托物联网智慧感知技术、4G（5G）传输、GIS、BIM等
先进信息化技术以及北斗高精度定位，开发建设季冻区公路工程长期性能和路域环境监
测大数据中心平台。

3.研究季冻区公路工程建养成套技术。开展公路交通基础设施长期性能监测，研究
公路交通基础设施与气候变化、生态环境系统等之间的影响，研发基于加速加载路基路
面一体化设计的路面结构及材料指标、桥梁隧道抗冻耐久混凝土结构及施工关键技术等
系列公路抗冻耐久技术，打造“十年路面百年桥”高品质工程。

4.研究制定季冻区公路工程建设养护标准规范。总结季冻区公路交通基础设施长期
性能科学观测研究成果，编制季冻区公路工程建养标准规范，加强研究成果推广应用。

（三）预期成果。

通过1—2年时间，建成基于不同气候条件的涵盖路基、路面、构造物等多个观测对
象的季冻区公路交通基础设施长期性能观测网。

通过3—5年时间，建成集数据采集、分析及处理等功能的季冻区公路工程长期性能
大数据中心平台，实现数据安全存储和高效分析。形成季冻区公路工程抗冻耐久、路域
环境保护系列成果，形成完善的季节性冰冻区公路工程建设规范标准体系，科研成果推
广应用成效明显，为季冻区公路工程建设养护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四、“互联网+”交通运输监管与服务系统

（一）试点单位。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吉林省交通信息通信中心、吉林省运输管理局、吉林省地方海
事局、吉林省交通科学研究所、各市（州）交通运输局。

（二）试点内容及实施路径。

1.建设全省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管系统。

（1）依托“互联网+道路运政服务系统”，建设适应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改革体制
的，涵盖公路、运输、航道、海事、质量安全监督等各类执法业务的综合监管系统。推
广应用现场检查、执法案卷电子化、涉案财物电子化、执法人员、执法监督等管理系
统。建立完善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信息公示服务、行政复议诉讼、执法人员培训等系统，
实现全省综合执法过程的全程留痕、可回溯闭环监管和在线查询监督，进一步增强行业
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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