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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威海西部环山路提升工程

实施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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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2月 9日

（此件公开发布）



威海西部环山路提升工程实施方案

为全面提升西部环山路交通综合服务水平，强化旅游服务功

能，努力把西部环山路打造成一条乡村致富路、绿色生态路和旅

游景观路，促进西部片区高质量发展，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威海要

向精致城市方向发展”为总目标总方向总遵循，紧紧围绕市委、

市政府提出的“生态保护、节约简朴、乡土气息、旅游风情”西

部环山路打造原则，严格落实“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各司其职、

协调推进”的工作思路，以统一设计安装旅游路标识标志标线、

规范绿化美化方案、实施路域环境综合整治为着力点，精心布局

公厕、停车场、汽车营地、交通驿站等旅游服务配套设施，力争

通过进一步规划建设和综合整治，将西部环山路旅游服务设施与

道路沿线环境提升、美丽乡村建设、休闲观光农业发展、乡村振

兴样板片区建设结合起来，全方位优化美化西部环山路两侧及周

边环境，实现路域环境整洁、美观、舒适的景观和视觉效果。

二、重点工作

西部环山路提升工程包含四项内容：一是旅游路标识标志标

线工程，包括威海景观环道 LOGO 标识、两侧彩色标线和路侧

门户标志等。二是绿化美化和景观小品工程，包括全线路侧绿化

美化及适地适树景观小品打造等。三是路域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包含路域范围内垃圾清理和违法建筑物、非公路标志及控制区构

筑物清除等，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同步打造美丽乡村示范带。四

是旅游服务设施增设工程，包含沿线布设的各级交通驿站、慢行

系统、汽车营地等配套设施，满足公众个性化观景体验，实现西

部环山路可行、可住、可停、可赏、可品的全方位旅游服务，确

保西部环山路沿线路域环境全面综合提升。

三、责任分工

（一）旅游路标识标志标线工程。

根据《威海市旅游公路设计规范》，结合国内外风景道标识

系统规划设计案例，按照“系统化、特色化、美观化、保安全、

可持续”的原则，对西部环山路标识标志标线工程进行统一规划

设计，实施内容主要包括特色立面标识和地面标识、特色旅游标

志、彩色标线和旅游公路主题门户标志等工程。特色立面标识在

主要交叉路口前后或道路线形发生重要变化处，道路两侧错开设

置，采取单柱式标志的结构形式。地面标识采用直径 2米的椭圆

形，单侧保证每 2公里一处，道路两侧错开布设，采用预制加工

热熔的形式施工。特色旅游标志在距离旅游景区 10至 15公里处

开始设置，并在主要交叉路口附近根据需要设置旅游景区交通标

志。彩色标线施划在车行道边缘线外侧，两侧均为橙色，类型及

宽度与原车行道边缘线相同。旅游公路主题门户标志设置于西部

环山路起终点及重要交叉口处，标识内容包括旅游公路名称、到

达提示、旅游公路专用身份符号等。标识标志标线组成一个统一



的特色指引信息系统，发挥西部环山路方向引导作用。（市交通

运输局牵头，市公路发展中心及文登区、乳山市政府和高区管委

负责落实）

（二）绿化美化和景观小品工程。

1.规划设计。西部环山路绿化美化工程以路域景观绿化和坡

面生态恢复为着力点，坚持景观多样化、差异化，一步一景、一

地一景，行道树、沿途景观打造以当地树种和植被为主，落叶与

常绿搭配，乔木与灌木混合，留出视野空间，最大限度展现沿途

原生态自然美景，适度适地打造景观小品。针对不同路段环境条

件，采取不同景观绿化模式，力争通过绿化栽植和植被恢复，全

方位提升西部环山路路域环境景观，实现路域景观自然、融合、

协调的视觉效果，全面提升西部环山路旅游公路形象和交通综合

服务水平。（市交通运输局牵头，文登区、乳山市政府和高区管

委负责落实，市林业局配合）

2.路侧绿化带的植物栽植。针对不同路段环境条件，选择不

同的乡土化植物，并采取不同绿化配置模式。一是城镇段，遵循

“契合城镇风貌，突出秩序美感”的原则，重点选择树形规整、

挺拔、色叶、丰花、常绿的特色行道树及花灌木，采取规则式配

置模式，路侧绿化用地宽度大于 5米时，设置高中低层次，增加

植物配置层次感；路侧绿化用地宽度小于 5米时，以单种行道树

为主，形成特色植物景观。二是村庄段，遵循“结合路宅分离，

突出民俗情趣”的原则，重点选择色叶、丰花、结果、有相应美



好寓意的特色乔木及花灌木，采取规则式配置模式，结合村庄环

境整治，采取绿化种植、设置隔离墙或篱笆墙等方式进行路宅分

离处理，路侧以形体优美的行道树营造浓荫框景效果，同时在路

宅分离设施附近搭配栽植村民喜好的观花型花灌木，营造色彩缤

纷、欢乐喜庆的农家景致。三是越岭段，遵循“融入乡土景观，

突出自然野趣”的原则，重点选择树形低矮、伸展，姿态自然、

色叶、丰花的乡土灌木、藤本植物及草本地被植物，采取自然式

配置，路侧种植采取近自然模式，取消行道树栽植，结合周围自

然植被选择乡土性矮乔和灌木等自由组团式组合栽植，同时点缀

自然景石、乡土草本植物等，使道路景观充分融入周围环境。四

是临水段，遵循“营造框景点景，突出露水亲水”的原则，重点

选择树干挺拔、喜水喜湿的乔灌木及水生草本植物，采取自然组

团式配置模式，景致好的路段利用高大乔木等形成框景，河滩等

突出位置丛植喜水植物，形成道路对景，同时采用增设石笼、生

态袋和自然缓坡等方式对水岸进行景观整治。五是农田段，遵循

“强调露景融景，突出农田肌理”的原则，选择富有乡土气息的

低矮多年生草本地被植物，采取自然式配置模式，尽量保留原有

行道树，形成良好框景效果；结合土路肩及路侧边沟整治，散播

点缀低矮草花地被植物，使路侧绿化自然延伸至周围农田，充分

显露周围农田的自然肌理，使公路景观融入周围农田景观。六是

果园段，遵循“保障农业安全，突出果园景色”的原则，选择富

有乡土气息的灌木及多年生低矮草本地被植物，避免选择会对果



树授粉产生影响的植物，采用自然式配置，将路侧果园景观尽量

显露出来，采用统一规划的竹篱笆墙等进行路园分离，篱笆墙搭

配种植不会对果树产生影响的乡土藤本植物进行点缀性垂直绿

化，土路肩栽植低矮草本地被植物。（文登区、乳山市政府和高

区管委负责落实，市交通运输局、市林业局配合）

3.路侧坡面植被恢复。坚持工程与植物措施相结合、景观与

安全相结合的原则，针对填方、挖方、土质、石质坡面和阴坡、

阳坡等不同坡面条件，分别采取不同坡面防护和植被恢复措施。

填方土质坡面，宜采取直接散播草籽和植生毯护坡方式；挖方土

质坡面，宜采取点植小灌木和堆置景观石、石笼、植生袋等方式；

石质挖方坡面，宜采用客土喷播、设置高强生态袋及栽植黑松、

藤本植物等方式；高陡和景观要求高的坡面，按照“一坡一设计”

原则进行坡面防护和植被恢复。（文登区、乳山市政府和高区管

委负责落实，市交通运输局、市林业局配合）

（三）路域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西部环山路路域环境综合整治坚持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

突出特色，不追求“高大上”，能节约就节约，少花钱多办事，

花小钱办好事，注重品质，做到既简朴又精致。

1.加强沿线非公路标志、标牌管理。按照“统一规划、科学

布局、合理设置”的原则，全面规划非公路标志、标牌设置。对

违法设置的非公路标志、标牌进行全面清理整顿，对确需保留的

非公路标志、标牌补办手续。在全线重要旅游线路及各条线路拐



点处，设置展示威海自然、人文景观和文明、安全交通宣传等标

志、标牌，切实做好宣传推介工作。（文登区、乳山市政府和高

区管委负责落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配合）

2.强化沿线建筑控制区管控。坚持动态管理和静态管理相结

合，预防为主，强化巡查，大力加强建筑控制区管控。全面拆除

控制区内违法建设、违章搭建的建筑物和地面构筑物，对建筑控

制区内的柴草堆、粪堆、垃圾堆和其他堆积物、垃圾进行彻底清

理，确保无脏乱差现象出现。结合穿村、镇路段实际，充分挖掘

保留并围绕乡村振兴和农业招商改造利用好供销社、大礼堂等老

建筑物，切实体现民俗、民情、民趣。（文登区、乳山市政府和

高区管委负责落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交通运输局、市农业农村局配合）

3.抓好道路、桥涵保护，营造安全和谐的交通运营环境。加

强路面路基养护管理，确保路面整洁、路基坚实、边坡稳定，无

影响行车隐患；加强桥梁、涵洞日常监测监管，及时实施维修和

加固改造，确保桥涵外观整洁、结构坚实、附属设施完好；对道

路大中型桥梁上游 500米、下游 1000米范围内的挖砂、采石、

取土、倾倒废弃物等行为，要坚决予以制止，对可能危害桥涵安

全的河床进行恢复，对已倾倒的废弃物进行彻底清理。（文登区、

乳山市政府和高区管委负责落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

输局配合）

4.推进沿线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围绕西部环山路沿线村



庄，对特别具有旅游开发价值的，按照全域旅游标准完善设施、

培植产业、挖掘特色、经营品牌，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建

设一批美丽乡村精品示范村、田园综合体、特色小镇。推进西部

环山路沿线区域内的美丽乡村示范村、景点景区、田园综合体、

特色小镇等有效联接，全面提升交通、绿化、综合景观，把农民

庭院建成精致民宿、农家乐，使其成为农村发展动能转换、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典型和样板。（市农业农村局牵头，文登区、

乳山市政府和高区管委负责落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

输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威海文旅集团配合）

（四）旅游及配套设施工程。

根据《威海千公里自驾游公路策划方案》，以西部环山路为

轴线，按照旅游公路标准，合理布局交通驿站、汽车营地、自驾

游智能服务系统等配套旅游服务设施，以打造国内知名自驾旅游

目的地、建设国家旅游公路示范项目为目标，以服务乡村振兴、

交通旅游融合发展为主线，串联沿线自然风光、红色旅游等重要

资源，充分挖掘当地民俗、农耕、生态文化，加快旅游与田园综

合体、美丽乡村融合建设，做活农旅、文旅融合文章，串点成线、

扩线成面，把美丽乡村示范村建成特色景点，实现交通畅通与乡

村振兴、镇域经济发展、全域旅游、强村富民充分融合，使其成

为全域旅游的农村精品板块。

1.完善简易停车观景服务体系。在路域范围内开展沿线视觉

分析及评价，立足本地生态优势、自然资源、原有风貌，因地制



宜，依山就势，结合道路建设用地及沿线绿化景观设置情况，充

分利用路侧空地灵活布设简易驿站、观景台、港湾式停车区。结

合沿线乡村风情特色，做好风格设计，使观景台成为公路沿线亮

丽的景观点。坚持资源整合、功能融合，充分发挥公路两旁已建

成的村文化广场、公共厕所、候车亭等作用，统筹增设观景台，

配套完善停车、观景、公厕、导航、小商铺等功能，最大限度实

现停车观景、公共服务与自然环境一体融合。（市交通运输局牵

头，文登区、乳山市政府和高区管委负责落实，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威海文旅集团配合）

2.优化旅游集散服务体系。结合威海西部环山路现状，根据

“使用便捷性、布局合理性、功能科学性、资源共享性”的原则，

全线按照功能和规模设定综合、基本、简易三级旅游集散与服务

驿站，构建西部环山路旅游集散服务体系。综合驿站设置综合完

善的服务功能，可以为游客提供住宿、餐饮、购物、导游、加油、

充电、停车、休息、如厕等服务；基本驿站设置基础服务功能，

可以为游客提供停车、如厕、餐饮、购物、休息等服务；简易驿

站根据实际需求设置在基本驿站之间，作为重要补充，可以为游

客提供停车、休息等服务，个别简易驿站可提供如厕服务。同步

规划实施支线步行道、慢行系统、自行车道等设施，优化完善西

部环山路旅游集散服务体系。（市文化和旅游局牵头，文登区、

乳山市政府和高区管委负责落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交通

运输局、市商务局、威海供电公司、威海文旅集团配合）



3.构建智慧旅游服务体系。坚持“共建共享、互联互通”理

念，对西部环山旅游公路沿线旅游产品和公共服务设施进行数字

化建设。在旅游汽车租赁点、游客休息站点、部分观景平台、汽

车旅游营地设置相应的数字化设施，借助云计算技术，通过共享

服务平台为应用系统提供数据信息与计算服务，建立数据共享机

制，推动智慧旅游建设。围绕“吃、住、行、游、购、娱”等旅

游要素，建设自驾旅游一站式服务平台，游客可直接在小程序完

成游玩线路、酒店、餐饮、特产等旅游产品的查询、预订及购买。

同时，做好千公里自驾公路品牌的宣传和市场运营，制定综合驿

站标准和运营规范等。（市文化和旅游局牵头，文登区、乳山市

政府和高区管委负责落实，威海文旅集团配合）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政府成立威海西部环山路提升工程

工作专班，办公室设在市交通运输局，统筹推进西部环山路提升

工程。相关区市、开发区也要成立工作专班，市直有关部门、单

位要健全有关工作机制，具体负责本区域、本领域提升工作。

（二）分期分步骤实施。2021 年 2 月底前完成旅游路标识

标志标线工程，2021 年 5 月底前完成绿化美化和景观小品打造

工程，2022年底前完成路域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十四五”期间

结合沿线规划情况有序完成旅游服务设施增设工程。

（三）强化资金保障。沿线区市、开发区要加大资金投入，

保质保量完成西部环山路的打造，推动我市西部片区高质量发



展，为开创“精致城市·幸福威海”建设新局面做出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