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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上的长三角”提速
长三角铁路两条新线将在本月内具备开通运营的条件，分别

是京港高铁安九段和杭台高铁，长三角高铁网织得更密，人
们出行更加便捷。
按照《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2030 年长三角

地区将全面建成全球一流品质的世界级城市群。
如今，一张发达的高铁网推动以上海为龙头的南
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合肥都市圈、苏锡
常都市圈、宁波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带
动了长三角城市群经济效应以及城
市集群效应不断彰显。长江奔
涌，东方潮阔，“轨道上的长
三角”动力强劲，正助
力一个世界级城市
群冉冉升起。

本报记者

金志刚

    2021年，长三角铁路开工项目数

再创新高，多达 11个；续建南沿江城
际铁路、沪苏湖铁路等 20个项目。

同时，一批新项目也在加速推进。
比如，沪苏通铁路二期（上海至南通铁

路太仓至四团段）初步设计近日获批，
即将进入开工阶段。这条新线将在上

海新设徐行、上海宝山、外高桥、上海

东、四团等车站，建成后，上海虹桥综
合交通枢纽的模式将在浦东复制，这

条铁路将成为第一个接入浦东国际机
场的铁路。

再比如，备受关注的沪渝蓉沿江
高铁上海至南京至合肥段可行性研究

报告也于近日获得国家发改委正式批
复，这条新线将起自上海市新建上海

宝山站，经江苏省苏州市、南通市、泰
州市、扬州市、南京市及安徽省滁州

市、合肥市，接入既有合肥南站，途经
8市 26县（区），线路全长 554.6公里

（其中新建铁路 519.9公里），设计时
速 350公里。新线亮点包括：上海宝

山、崇明将通高铁；海门北站将设在南
通新机场附近，该机场建成后将与上

海浦东机场、虹桥机场共同构成上海
国际航空枢纽。

这一切都在表明，“轨道上的长三
角”正加速“奔”向我们。根据国家发改

委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多层次轨
道交通规划》，到 2025年，“轨道上的

长三角”基本建成，形成干线铁路、城
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

多层次、优衔接、高品质的轨道交通系

统。届时，长三角地区轨道交通总里程
达到 2.2万公里以上，新增里程超过

8000公里，高速铁路通达地级以上城
市，铁路联通全部城区常住人口

20万以上的城市，轨道交通

运输服务覆盖 80%的

城区常住人口 5万

以上的城镇。

    最近，京港高铁安九段和杭台高铁都

开始试运行，距离正式开通进入倒计时。
其中，京港高铁安九段跨安徽、湖北、

江西三省，正线全长约 170.9 公里（其中
安庆至黄梅段正线长约 117公里），设计

时速为 350公里，全线设安庆西、潜山、太
湖南、宿松东、黄梅东、黄梅南、庐山等 7

座车站。这条新线连接皖江经济带、环鄱
阳湖经济圈两大区域经济带，沿线分布

庐山、鄱阳湖、天柱山等众多知名旅游景
点，旅游资源丰富、城镇密集。

杭台高铁北起杭州东站，利用杭甬高
铁至绍兴北站，之后新建正线至台州市温

岭站，设计时速 350公里，线路全长约

266.9公里，其中新建线路约 226.3公里，
设绍兴北、上虞南、嵊州北、嵊州新昌、天

台山、临海、台州、温岭 8个车站，每个站
房都充分融合了当地特色文化元素，实现

了“一站一景”。
杭台高铁途经“浙东唐诗之路”，沿线

串联起鲁迅故里、天姥山景区、天台山景
区、台州府城墙等一大批名胜古迹，是浙

江省内的一条黄金旅游通道。项目开通后
将结束嵊州、新昌、天台不通铁路的历史，

并连通沪昆、商合杭、宁杭、杭黄、杭深高
铁，接入长三角地区高铁网，使台州到杭

州最快铁路出行时间由 2小时左右压缩
至 1小时左右，极大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

行，对助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扩大浙江省“1小时交通圈”范围、促进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2020 年 7 月 1 日沪苏通铁路开

通运营后，家住上海陆家嘴的郑先生
从工作的太仓大学科技园到上海市中

心，乘高铁最快只要 26分钟，这让他
对空间距离的概念越来越模糊。

和郑先生有着类似感受的，还有
在长三角地区每年选择高铁出行的

好几亿人。截至 2020年底，长三角高
铁营业里程达 6008公里，建成了全

国最密集的高铁网，三省一市已形成
以上海为中心的 0.5 至 3 小时高铁

都市圈。

上海是长三角“龙头”。中国铁路
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在上海客运枢纽

图定开行动车组超 500对，直达长三
角除舟山外 40个地级市和国内 25个

省会级城市。为满足上海日通勤、周通
勤旅客的需求，在早高峰 8时前加密

开行苏州、昆山、嘉兴、杭州至上海的
高铁动车组，周末增开上海至无锡、南

京、合肥、安庆、六安等地的动车组，助
力上海品牌和管理模式全面输出。

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便利共享，铁
路也有作为。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

公司加强与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

司合作，设计开发出在铁路 12306App

和东方航空 App 销售的空铁联运产
品，实现一个订单、一次支付。上线的

一期产品以上海虹桥站、上海虹桥国
际机场为核心枢纽，开通苏、浙、皖大

部分城市经上海前往东航国内各通航
城市的双向联运。

一条条高铁开辟出一道道高效、

快速的城市走廊，催生出一条条“高铁
经济带”，一座座“高铁新城”，一片片

“高铁城区”。如今，在整个长三角地
区，一个以“上海知识型服务业体系”

“苏锡常等区域特色新型制造业产业
体系”等为核心的区域联动发展新模

式正在形成。

开通倒计时

    随着长三角地区更多铁路新线开通，

人们常常能看到“某地结束不通铁路或高
铁的历史”“又解锁了一个或几个高铁直

达的旅游目的地”这样的表述，这也从侧
面说明，目前长三角铁路建设已进入“补

短板、填空白”的新阶段。

沪浙苏皖发展水平不一，四省市也有
些相对发展缓慢的地区，如苏北、皖北、浙

西南等。这些长三角地区的发展“洼地”受
限于交通闭塞，守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和矿

产资源等“金娃娃”，却过着紧日子。
百姓对幸福的期盼，就是铁路延伸的

方向。地处皖西北的阜阳临泉县，有 230

万余人口，是国内人口第一大县，曾因不
通铁路，每年几十万务工人员外出，只能

赶到几十公里以外的阜阳站搭乘火车。
2019年 12月 1日，郑阜高铁开通运营，临

泉人民终于可以在家门口（临泉站）坐上
高铁，快速前往中原和长三角其他城市。

如今的安徽，高铁网连全省，省内城
市如网结，基本形成了以合肥为中心的米

字形高铁网，承东启西、连南接北，在全国
高铁网中的枢纽地位稳步提升。2020年

12月 22日，随着合安高铁通车，安徽高
铁运营里程达 2329公里，一跃成为全国

第一，16个省辖市“市市通高铁”。

最近五年，也是江苏铁路高质量发展
和颠覆性巨变的五年。五年来，江苏高铁

里程从全国第 14名一跃进入全国第三，
补齐了苏北铁路“短板”，全省 13市“市市

通动车”“苏北突破，苏中提升，苏南优化”
齐头并进。

五年来，“轨道上的长三角”建设成绩

亮眼，其中，2020年是新建铁路开通项目
最多的一年，也是高铁开通总里程最长的

一年，全年累计投产新线逾 1200公里。作
为“十四五”开局之年，2021年，长三角铁

路建设继续“高歌猛进”，计划开通新线里
程 833公里。今年 2月 8日开通的连徐高

铁，一举补齐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陆桥
通道最后一段，长三角区域内除舟山外的

所有地级市全部通达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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