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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的一年如约而至，今天，我们的市政联动团队欢聚一堂，共同品尝市政联动计划的累累硕果，
憧憬南京市政规划的美好未来。
回顾过去，市政联动计划这朵绚丽的花朵经过广大市政人的精心培育、深情呵护，已经绽放在我们每
个人的心里。
在2007年市政联动计划拉开帷幕之际，我们要进一步振奋精神，以更加开放的思维、更加完善的机制
、更加密切的协作，围绕服务的主线，高标准、高水平地推进市政联动计划，为实现南京道路交通快
捷化、公用设施优质化、邮电通讯信息化、住宅设施舒适化、排水防洪标准化和城市环境生态化作出
更大的贡献。
    联动八方力量，引领城市建设市政规划贯穿于社会各个环节，要做好联动计划，就必须积极调动社
会力量，合理整合社会资源。
联动计划以多样的规划选题、灵活的参与方式吸引着研究机构、市政单位、职能部门的多方加盟，形
成了一个全方位、多专业的协作团队。
在此基础上，我们实现了五大联动：规划局各处室、分局之间的联动，和谐统一、井然有序，达到了
市政规划的全面化和细致化；规划局与研究机构的联动，注重科技、联系实际，确保市政规划管理的
前沿化和科学化；规划局与各市政单位的联动，信息共享、沟通快捷，实现了市政规划管理的紧密化
和统筹化；规划局与职能部门的联动，方向明确、目标一致，保障市政规划管理的规范化和一体化；
参与人员不同专业、不同岗位的联动，优势互补、团结协作，实现了市政规划管理的多元化和梯队化
。
此外，联动计划的成果认定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虚心接受专家的评估，以经济、合理、先进、
可行的成果引领着南京的城市建设。
    增强创新能力，铸造联动品牌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是联动计划的生命力所在。
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进一步加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市政规划作为城市规
划当然的重要环节，必须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紧紧围绕“精品市
政、功能市政、服务市政、和谐市政”的目标，谋市政大局，议市政大事，实现市政联动计划的整体
跨越和突破。
市政规划的编制不但要实现市政规划地域上的无缝拼接，还要使设计理念和编制内容更具前瞻性和可
行性。
这就进一步要求联动团队要勇于创新，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指导市政建设的精品之作。
    弘扬奉献精神，打造优秀团队团结奉献精神既是职业道德的理性浓缩，也是民族精神和国民素质的
具体体现，更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因为它充分反映了职业道德服务社会、造福社会和发展社会的
功能。
团队精神睿智而深远，如《孟子》所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团队精神质朴而真诚，
如老百姓口中流传：“人心齐，泰山移”；团队精神锋锐而隽永，如《周易》所述：“二人同心，其
利断金。
”团队精神闪烁着高贵的情操与远大的目标；团队精神流溢着高瞻远瞩的智慧。
联动计划犹如海上行舟，需要联动舵手的正确指挥，更需要联动船员的团结协作。
联动计划的团队精神就是精诚团结、目标一致、协同共进。
正是具备这种精神，我们的联动队员才能坦然面对工作中带来的思想上、技术上的压力；才能把联动
计划视为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必要手段和迫切要求；才能将平凡的职业劳动赋予不平凡的意义；才
能在本职工作中创造出辉煌的业绩。
    忆往昔，联动计划是一种拼搏；看今朝，联动计划是一种喜悦；望未来，联动计划是一种期盼！
2007年市政联动计划的号角已鸣响，东风吹起，我们的联动船队即将远航！
“联动队员们！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协作的团队精神、先进的创新理念、顽强的拼搏精神投身到这一洪流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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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千帆竞发东风助，风鹏正举竞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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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但如采用全地面式快速路则会导致对该道路两侧的城市用地的分割，切断了原有道路和步行系统
的连续性，迫使与之相交的道路必须主线采用下穿或上跨的形式。
交通流线方面，相交道路的右转交通进入快速路时必须设置右转匝道，左转交通进入快速路时需要变
左转为右转，即先穿越快速路后在临近的交叉口掉头后，再通过辅道右转驶入快速路。
这种左转变右转的交通流线与常规行驶路线变化较大，不符合行驶习惯。
当左转交通量较大时，其安全性差的问题将逐渐凸显。
因此，全地面式城市快速道路的选线必须非常慎重，适宜布置在城市功能特征区之间，和其他自然分
隔因素组合在一起，使城市用地保持相对的完整性。
　　基于以上缺点，在城市道路快速化改造时一般慎用全地面式快速化改造方式，一般采用以地面快
速化为主，同时在道路主要交叉口采用主线隧道或高架的形式进行组合设计。
　　类似的案例如南京玄武大道快速化改造，该道路北侧有沪宁铁路分隔，南侧为建设用地，大部分
路段两侧联系较少。
在部分联系紧密的地区，南北两侧的联系道路以跨线桥和组合式立交的形式与玄武大道进行联系。
　　2.2.2 高架式快速化改造　　高架式快速化改造主要有全线高架和部分交叉口跨线桥两种形式。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交叉口高架道路以下的地面空间可作为地面信号灯控制交叉口用地，对横向交通联
系无影响。
但是由于高架桥上的车速较快，汽车行驶的噪声、废气和灰尘对沿线环境有较大的影响。
同时，由于高架桥标高较两侧用地高，当道路两侧用地为敏感地带（如军事用地），对用地的保密性
要求较高时，高架桥的适用性就受到一定的限制。
此外，高架桥的巨大结构尺寸会对城市两侧用地产生较大的视觉景观分割，若两侧商业用地较多时可
能会影响到该地区的城市商业氛围。
因此高架式快速化改造一般适用于两侧道路联系较为紧密，且用地、景观不太敏感的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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