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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金志刚）今天，上海

至苏州至南通铁路一期（以下简称沪苏
通铁路）开通运营。这条新线虽然全长只

有 143公里，设计时速也只有 200公里，
但它却有着独特的重要性，不仅大大缩

短上海与南通及苏北地区的时空距离，
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也是时隔 9年

后上海新增的一条直接与上海连接的铁

路新线，对增强上海中心城市辐射带动
作用，推动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沪苏通铁路北起江苏省南通市，从

既有南京至启东铁路赵甸站引出，经南
通市通州区，向南跨越长江，经江苏省苏

州市的张家港、常熟、太仓市，终到上海
市嘉定区。全线设赵甸、南通西、张家港

北、张家港、常熟、太仓港、太仓、太仓南、

安亭西 9个车站。
这条新线的开通，令南通等原本与

上海之间铁路旅行不太方便的城市，一
下子缩短了与上海的时空距离。南通与

上海之间铁路出行最短时间从原来的
3.5 小时左右压缩到 1 小时 6 分钟；扬

州、泰州民众也可通过连接沪苏通铁路

的宁启线直达上海。
目前，直接连接上海的新建铁路，

除了 2010年 7月 1日开通的沪宁城际
铁路、2010 年 10 月 26 日开通的沪杭

高铁（沪昆高铁沪杭段）、2011年 6 月
30 日开通的京沪高铁，就是今天开

通的沪苏通铁路了。所以对上海来
说，这是时隔 9 年后新添一条“外联大

通道”。

沪苏通铁路是国家“八纵八横”高
铁网沿海通道，也是京沪第二通道的

重要组成部分。开通运营后，沪苏通铁
路向北经在建的盐城至南通铁路和

已建成运营的连云港至盐城铁路、南
京至启东铁路、新沂至长兴铁路连接

苏北、鲁东地区，向南经上海至昆明

高铁等连接浙江地区，将进一步提高
铁路过江通道运输能力，完善长三角

地区铁路网布局和区域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

作为沪苏通铁路的重要控制性工
程，世界首座跨度超千米的公铁两用斜

拉桥———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今天也正
式通车。

    本报讯（记者 金志刚）今天，

沪苏通铁路开通运营，作为这条铁
路的重要控制性工程，沪苏通长江

公铁大桥同步建成通车。这是我国
自主设计建造、世界上首座主跨为

千米级的公铁两用斜拉桥，妥妥的

领跑世界的超级工程。万里晴空之
下远眺，沪苏通长江大桥像一条曼

妙飘逸的玉带，环抱着长江的腰肢。
大桥南起苏州市张家港市、北

至南通市通州区，位于江阴大桥下
游 45公里，苏通大桥上游 40 公

里，与通苏嘉城际铁路、锡通高速

公路共通道建设。沪苏通铁路等级
为 I级，设计速度 200公里/小时；

通苏嘉城际铁路为客运专线，设计
速度 250公里/小时；锡通公路为

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设计速度
100公里/小时。

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全长
11072米，其中正桥长 5827米，南

北岸引桥长 5245 米，主跨 1092

米，为世界上首座 4线铁路+6车

道公路、主跨超千米的公铁两用斜

拉桥，能满足 5万吨级集装箱船和
10万吨级散货船通航要求。大桥

建成后，张家港市将告别不通火车
的历史，一步跨入高铁时代，与南

通之间往来将不再依靠汽渡过江，
将为长江南北两岸经济社会发展

创造新的机遇。

在宽度近 6 公里的长江入海
口附近建造公铁大桥，是世界级难

题。建设者与国内知名钢铁、制索
企业一起攻关，为大桥“量身定制”

了强度达 500 兆帕的高强度钢和
2000兆帕的斜拉索，其中 2000兆

帕斜拉索的强度为世界之最。
造房需要打地基，而造桥之初

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建造一个承
载桥梁全部荷载、将 330米高的主

塔稳稳托起的“定海神针”。经缜密
研究和比对，最终选择了沉井方

案。沉井基础体积大，主塔墩沉井
平面相当于 12个篮球场大小，沉

井高 110.5米，为世界上最大体积

沉井基础，从厂内预制到出坞、浮

运、定位着床，历时两年攻坚克难，
11000 多吨的钢沉井终于精准定

位。其规模之大为世界之最，并形
成了领先国际水平的深水大截面

沉井施工关键技术。
建造大桥主塔，也面临前所未

有的挑战，需要把混凝土从江面一
次性提升到 330米高度，这可是相

当于约 110层楼那么高啊。建设者
们研发出降粘、抗裂自密实混凝土，

解决了主塔易开裂的行业性难题。
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运用了

一大批新材料、新结构、新设备、新

工艺。在大桥建设中，铁路各参建
单位开展了一系列科研攻关，形成

了 65 项专利、创造了 14 项新工
法，在桥梁建造技术方面取得重大

突破，在我国乃至世界铁路桥梁建
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沪苏通铁

路开通运营后，实时监控桥梁状态
的大桥健康监测系统，也将同步投

入使用。

双城记·首发列车跟车体验

■ 上海-南通首发列车经过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盼到了
“曲线变直”不用再绕了

从最早的“沪通铁路”，到后来的“通
沪铁路”，再到最后定名的“沪苏通铁路”，

这条新线几易名称。但从 2014年 3月开
工建设以来，这条铁路的关注度一直非常

高。昨天中午 11时，7月 1日的沪苏通铁
路车票才开售，没过多久，多趟列车上海

到南通的一等座、二等座都已售罄，包括

首发的 C3836次列车。
南通人陈云鹏昨天和妻子一起从南

通来上海办事，“之前我在上海工作过，
回南通坐火车的话要从南京绕，4 个小

时左右；坐大巴也要两三个小时。现在总
算盼到沪苏通铁路开通了，上海到南通

乘火车只要一个半小时左右，既便宜，又

快，还更舒服。”昨晚买票时，他们发现到

南通的票卖完了，只好先买了到张家港的
车票，准备上车后补票。

沪苏通铁路开通后，苏州所辖张家
港、常熟和太仓三市从没有铁路到一步

跨入高铁时代，三市同时接入长三角铁
路网，上海虹桥至太仓、常熟、张家港最

快运行时间分别为 32分钟、48分钟、53

分钟。同时，南通至上海间的铁路出行径
路也实现了“曲线变直”，不再需要通过

南京中转，两地之间铁路出行最短时间
从原来的 3.5小时左右压缩到最短的 1

小时 6分钟。

注意了
票价因车次不同而异

发车前，铁路工作人员在站台拉出

各种创意横幅和手牌，供旅客合影留念。

其中一句“上海小笼跟扬州汤包更近了”
标语很受欢迎。

00后大学生张毅敏是个铁路迷，今
天他跟二三十位来自上海、江苏、安徽的

铁路迷一起来“尝鲜”。他还把电子客票
行程信息单放大打印出来，与列车、小伙

伴等合影留念，“沪宁城际铁路、京沪高

铁开通时，我也去体验过首发车，不过当
时我还小，是家人陪同的。时隔 9年后上

海又开新线，我肯定要来体验的。”
沪苏通铁路列车有的以 D 字打头

（意为“动车组”），有的以 C 字打头（意
为“城际动车组”）。票价方面，因车站和

时刻不同，不同车次的价格不尽相同，比
如同样是上海与南通之间的车次，

C3766次（上海虹桥-南通）二等座为 65

元，C3802 次（上海-南通）二等座为 75

元，C3762次（上海虹桥-南通）二等座为
77元。

据铁路上海站相关负责人介绍，沪
苏通铁路开通初期，上海至南通方向开

行动车组 31趟（不含高峰线）。其中，上
海始发至南通列车 14趟（上海虹桥站

始发 9趟，上海站始发 5趟）；上海始发

至泰州列车 3 趟（上海虹桥站始发 2

趟，上海站始发 1趟）；上海始发至南京

列车 7 趟（上海虹桥站始发 1 趟，上海
站始发 6趟）；上海虹桥站始发至扬州

列车 1趟；上海虹桥站始发至启东列车
1趟。旅客乘车时，一定要看清始发站是

上海站，还是上海虹桥站，以免跑错车

站、耽误行程。
今天的首发列车上，上海客运段还

为旅客表演了苏州评弹、昆曲等具有地
方特色的节目，邀请旅客参与知识问答，

旅途变得愈加轻松而短暂。

美翻了
动车组穿越锦绣画廊

沪苏通铁路全长只有 143公里，设
计时速也只有 200 公里，记者体验下

来，发现列车本身与之前的动车组列车
没有区别，但亮点在车外———沿途经过

天福国家湿地公园、沪苏通长江大桥
等，列车穿行在长江两岸，可见线路两

侧现代交通设施与自然生态浑然一体，

周边田畴载绿、花木扶疏，碧树掩映着粉

墙黛瓦，乘动车旅行，就像行走在百里风
景画廊中。

列车从上海驶出后不久，马上就“迎
来”沪苏通铁路途经最大的国家级湿地

公园———天福国家湿地公园，车窗外阡
陌纵横、水网密布，稻田、池塘相映成趣，

河流、湿地生意盎然，是珍贵的江南水乡

原生态风貌保护区。如果你运气好，还有
可能见到白色沙鸥。

据介绍，在沪苏通铁路建设中，建设
者对生态保护高度重视。在天福国家湿

地公园，铁路线两侧 6万多平方米区域，
在铁路施工完成后进行了绿化和美化，

与原有自然树种无缝衔接，确保三季有
花、四季常绿。

而全长 11072米的沪苏通长江公铁
大桥也是不可错过的一景。列车经过张

家港站后不久，就开始在大桥上行进。大
桥靠近长江入海口，江面宽达 6公里；附

近有十余个码头和港口，江面日通行船
舶超过 3万艘，航运繁忙。坐在列车上，

看看宽阔的长江、往来的船只，也是爽心
悦目的一刻。 本报记者 金志刚

沪苏通铁路通了！助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等会儿就找你们 到城隍庙喝茶去”

“上海小笼”跟“扬州汤包”更近了

主跨千米级、领跑世界的超级工程

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通车

盛先生买到了0002号车票
在南通工作的盛先生幸运地购买到

了 0002号车票，这次他主要是感受沪苏

通长江公铁大桥的，“我是南京人，以前
读书的时候到上海还是非常方便，后来

到南通工作之后，基本上都是通过公路
到上海去的，一旦遇到大雾或者堵车，从

南通到上海五六个小时都是常见的。”

“生活在长江北岸的南通人，几乎都
有一个上海梦。但是面对隔着一条宽阔

的大江，遥望大上海，有很多遐想，但更
多是一种慨叹。”在南通工作的资深媒体

人宋先生说，“我清晰地记得，小时候父

母送我从南通港坐‘东方红’客轮到上海

读书，我们坐的是四等舱，从早上 10时

上船，要到下午 4时左右才到十六铺四
号码头。工作之后，我一直在想，如果长

江南通段能够飞架一座大桥该有多好。”
随着苏通大桥、崇启大桥的相继通

车，宋先生的梦想逐渐变成了现实。而今
天宋先生坐在从南通西驶往上海的首发

列车上，他心潮澎湃，“现在南通人乘动车

南下去上海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南通和上
海也进入了一小时的生活圈，这为接下去

南通完全融入上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周末可以多和亲戚碰头了
今天首发的 C（城）3839次列车可

谓一票难求，能够乘坐上这趟列车可谓

是南通人眼中的“幸运儿”，而没有能够
乘坐上这趟列车的，也在南通西站的自

助购票机前刷着今天剩余的其他从南通
到上海的城际列车车票。

“今天太高兴了，我一定要买一张今

天的车票，不仅上大桥，也要进这座新建
成的火车站看看。”在南通已经生活了

40多年的王老先生说，“我是上海出生
的，后来到南通工作，并结婚生子，现在

许多亲戚还在上海，这次城际列车的开
通，让我周末可以多和亲戚们碰头了。”

在沪苏通铁路的建设中，突出了文
化传承，体现时代特征、区域特点，按照

江南园林的风格，打造“一站一景”，像新
建成的南通西站，整体造型以“鸥翔江

海，腾飞天地”为主题，采用序列渐变的
柔和曲线勾勒出完整大气的形象，以展

现江海交汇处的波澜壮阔、云卷云舒。室

内则以国家级非遗蓝印花布为基调，融
入国家非遗板鹞风筝和南通市花广玉兰

等元素，充满浓郁的文化气息。
对于许多上海人来说，从上海到南通

城际列车的开通也改变了他们的出行方
式。家在上海，工作在南通的刘先生，因为

企业的研发中心从上海搬到了南通，他也

成为了两地生活一族。三、四年间在两地
开了几十万公里，他遇到过堵车最长的时

间曾经超过七个小时，在他看来，南通这
些年发展的优势还是明显，他的企业是做

智能驾驶的，依托两地的各自优势，无疑
将对于企业产生非常有利的推动。

周先生和他的朋友们是自驾一族，以
往到长三角旅游都是自己开车，此次为了

体验首发列车，特意开车到南通，然后乘
坐火车回上海。“我们这次也是为了亲身

体验一下铁路的便利，能够成为第一批通
过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的上海人，还是感

到十分幸运，今后我和朋友们会经常乘坐

列车往返上海和南通。”周先生说。

多城改变“地无寸铁”历史
在这趟首发列车上，不仅有从南通

西到上海的乘客，还有许多乘客是乘到

张家港、太仓、常熟等地的。南通退休公
务员张先生就是到张家港下车的，“虽然

南通离张家港并不远，但是过去开车过
去不是很方便，但是有了火车之后，接下

去到张家港就只有十多分钟。”

此次上海到南通城际列车的开通，
不仅对于两地影响重大，而且像太仓、常

熟、张家港等地也改变了“地无寸铁”的
历史。在今天的列车上，也有不少人选择

在这些地方下车，在“打卡”新火车站的
同时，也去看看这些地方的风光。

一座大桥、一条铁路，开启了长三角
一体化的新时代。上海与南通的同城效

应将进一步凸显。钢铁为骨、江水为田，
沪通“双城记”也会越来越精彩。

首席记者 方翔■ 新建成的南通西站 首席记者 陈炅玮 摄

南通上海

上海南通
“是桥，是桥！”来自南通的王先生兴奋地边说边拿起手机给上海

的亲戚做起了“直播”，“我是第一批乘坐火车经过沪苏通长江公铁大
桥的乘客，等会儿就找你们到城隍庙喝茶去。”

今天中午 11 时 28 分左右，C（城）3839 次列车从南通西发车
驶向上海站。大约 5分钟左右，列车驶上了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也
成为首列驶上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的城际列车。

沪苏通铁路今天开通运营，通过这条新线的连接，“上海小笼”
跟“扬州汤包”更近了。上午 11 时 28 分，C3836 次列车准点从上
海站始发，下午 1时 09 分抵达南通站。本报记者登上这趟从上海
首发的沪苏通铁路列车，体验“尝鲜之旅”。

■ C3839次首发列车从南通西出发 首席记者 陈炅玮 摄

■ 乘客带着打印的大幅车票前来体验 首席记者 刘歆 摄

■ 列车经过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乘客纷纷拍照留念 首席记者 刘歆 摄

■ 盛先生买到了今天南通首发列车的第 0002号票 首席记者 陈炅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