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版
2024年3月8日 星期五

责编 林国庆 E—mail:aqwbss@126.com长三角

今年内，长三角铁路计划开通
沪苏湖、宣绩、池黄、杭温、上海
南至莘庄三四线、宁波枢纽庄桥至
宁波段增建三四线等7个项目，计
划开工沪昆铁路嘉善段高架改造等
4 个项目，稳步推进甬舟铁路、上
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铁等 32 个重点
续建项目建设，预计完成基建投资
超1400亿元，有望再创历史新高。

在上海，位于浦东新区祝桥镇
的东方枢纽上海东站地下工程桩基
及基坑围护加固基本完成，近日将
实施地铁 21 号线及两侧 80 米范围
内的土方开挖。根据规划，该项目
距离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
约 5 公里，总建筑面积约 100 万平
方米，车场规模按照 14 台 30 线规

划设计，建成后将成为上海第二大
综合交通枢纽。

上海铁路枢纽是华东地区重
要的路网性铁路枢纽，上海铁路
规划建设始终围绕城市发展目标
与空间优化方案，在与城市互动
和共生中塑造区域发展的主要廊
道 ， 有 效 支 撑 上 海 对 外 交 通 联
系。2024 年，东方枢纽上海东站
及配套工程、沪苏通铁路 （太仓
—四团） 上海段、沪苏湖铁路上
海段、沪杭客专上海南联络线、
沪渝蓉高铁上海段等作为重点项
目，已经纳入上海市全年安排的
重大工程计划中一体化推进，为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截至 2023 年底，长三角铁路

已拥有 25 条高铁，动车组开行范
围覆盖除浙江舟山以外的所有地级
城市，成为全国高铁网络最发达完
善的区域之一；铁路营业里程逾
14300 公里，其中高铁里程超 7100
公里。2023 年，长三角铁路全年
旅客发送量达到8.08亿人次，相当
于全国总人口数一半以上的旅客在
长三角乘坐了一次火车。

根据长三角铁路“十四五”发
展规划，到2025年，“轨道上的长
三角”基本建成，长三角铁路营业
里程近1.67万公里，其中高铁里程
近 9200 公里，全国“八纵八横”
高铁网主通道上海局集团公司管内
段全部贯通，支线网络微循环更加
畅通。长三角城市群将打造以上海
为中心，以南京、杭州、合肥为副
中心，以宁波、温州、徐州、黄山
等城市为节点，以城际铁路为通道
的“多三角、放射状”城际铁路
网，为区域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
供可靠的运力支撑。

来源：新民晚报

“轨道上的长三角”加速前行
今年计划开通沪苏湖铁路等7个项目

锦鳞在水、鲜果在林、珍禽
在天、奇兽在山，是钱江源国家
公园的真实写照。最新科考结果
表明，钱江源共有植物 2244 种、
大 型 菌 物 449 种 、 动 物 2427 种 。
作 为 我 国 东 部 重 要 的 生 物 基 因
库，其景观和生态系统具有重要
的保护价值。

站在海拔 800 多米的钱江源国
家公园青尖山上极目远眺，茂盛的植
被覆盖了广阔的山地，交互出现的深
绿和浅绿，写意出密林之下的样貌。

在浙江省开化县浙皖赣交界，
南至古田山，北抵钱江源，两者遥
遥呼应，兼之中间连接的生态区，
由南向北涉及开化县苏庄镇、长虹
乡、何田乡和齐溪镇，构成了 252
平方公里的钱江源国家公园。

锦鳞在水、鲜果在林、珍禽在
天、奇兽在山，是钱江源国家公园
的真实写照。最新科考结果表明，
钱江源共有植物 2244 种、大型菌
物449种、动物2427种。作为我国
东部重要的生物基因库，其景观和
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保护价值。

比 如 ， 可 以 与 大 熊 猫 相 媲
美、中国特有的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动物黑麂。“目前，钱江源园区
有 500 至 800 只黑麂，是我国野生
黑麂主要集中分布区。”钱江源国
家公园管理局科研监测中心主任
余顺海介绍。

科研是钱江源国家公园的重中
之重，全国多个科研院所和高校师
生纷至沓来，在这里开展生物多样

性的科学研究与保护。
除了科研人员，还有一群当地

人也积极参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辅助和支持科研人员开展野外科
考、标本收集和数据记录。

汪树龙就是其中一位。每天清
晨，他都要步行来到海拔 1200 米
的石耳山上，监测这里的动植物生
长情况。汪树龙早年曾是个伐木
工，他没有想到，有一天能成为大
山的守护者。“我们从伐木工、狩
猎者转为护林员，再到现在协助中
科院植物研究所古田山站做科研，
手里的工具也从柴刀变成了 GPS、
巡山记录仪。”汪树龙说。

“我从小就在这片森林里长

大，黄麂喜欢到哪里喝水，野猪喜
欢在哪里做窝，我都知道。”因为
这个特长，汪树龙主要负责红外相
机的安装和取卡，“每次取卡都有
不同的惊喜，看到新拍到的珍稀动
物，我会非常兴奋。”

近年来，汪树龙布控的红外相
机中，捕捉到的珍稀动物活动画面
越来越多。“去年 8 月，我们通过
红外相机拍到一母二孩三只黑熊
同框的温馨画面，这表明钱江源
园区内有稳定的黑熊种群。”汪树
龙说，红外相机记录下来的只是

“冰山一角”。他相信，密林之中
一定有更多可爱的“原始居民”
在这里生活。 来源：浙江在线

探秘钱江源国家公园

新华社上海 3 月 2 日电 记
者从2日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
发布会上了解到，《虹桥国际开
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实施三年
来，虹桥国际开放枢纽“一核两
带”的经济密度达到 4 亿元/平
方公里。去年出台的《关于推动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进一步提升能
级的若干政策措施》，涉及上海
的政策措施已落地近七成

2021 年 2 月，国务院批复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
案》。根据总体方案，虹桥国际
开放枢纽覆盖沪苏浙的 14 个区
县，在布局上，以上海虹桥国际
中央商务区为核心，包括向江苏
苏州延伸的北向拓展带和向浙江
嘉兴延伸的南向拓展带，总面积
达7000平方公里。

三年来，虹桥国际开放枢纽
“一核两带”全域生产总值从
2020年的2.3万亿元增长至2023
年的2.8万亿元，经济密度达到
4 亿元/平方公里，是长三角平
均水平的4.7倍。

苏州相城区与上海市长宁区
依托“五五购物节”等场景全面
探索数字人民币消费互联互通；
长三角地区一批企业、高校、科
研院所共同签署了共建全国重点
实验室合作协议，协同开展基础
研究和技术攻关；“上海市知识
产权保护中心虹桥国际中央商务
区维权援助工作站”正式成立，
今年在此基础上还将继续探索设
立海外维权基地……

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是虹桥
国际开放枢纽功能布局的“一
核”。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华
源说，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优势
产业加快集聚，功能建设成效比
较明显，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强
劲活跃增长极。2023 年累计引
进重点产业和投资类项目 304
个，签约投资总额 1540 亿元，
同比增长54%。

“上海的虹桥，也是长三角
的虹桥、世界的虹桥。”虹桥国
际中央商务区管委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任钟晓咏说，商务区加
快建设“走出去”功能平台，设
立虹桥海外发展服务中心，累计
引进 37 家国际贸易投资促进机
构、84家法律服务机构、209家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服务长三角
企业“走出去”的专业机构的集
聚程度不断提高。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
“一核两带”经济密度
达4亿元/平方公里

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科研监测中心工作人员在安装红外相机。
新华社 发

根据长三角铁路“十四五”发展规划，长三角城市群将打造
以上海为中心，以南京、杭州、合肥为副中心，以宁波、温州、徐
州、黄山等城市为节点，以城际铁路为通道的“多三角、放射状”
城际铁路网，为区域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可靠的运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