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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版图上，有这样一片区
域，以35.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创
造了全国约 1/4 的 GDP。“长三角
人”劈波斩浪，奋力扛起国家使
命，奏鸣出“手拉手”“心连心”的
时代交响。

在“一体化”和“高质量”的发展
浪潮中，区域互联互通项目正加速推
进，成为迎风奋楫的澎湃动力。从去
年G8388“超级环线”高铁列车、沪苏
湖高铁正式开通，到近期多个重大交
通工程接连迎来突破性进展，长三角
正以交通基础设施的深度融合为突
破口，按下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加
速键”。这些标志性项目不仅展现了
区域协同发展的新速度，更传递出一
体化进程中民生福祉提升的温度，为
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与示范样本。

“轨道上的长三角”崛起
关键支点

南京北站是我国“八纵八横”
高速铁路网北沿江高铁规模最大的
枢纽客站，规划站场规模 16 台 30
线。作为“轨道上的长三角”重要
节点，计划于2027年建成投运。

“根据初步设计批复，北沿江高
铁合肥到上海段，设计终点是上海
宝山站。不过，在太仓站设有北沿
江至沪宁沿江的联络线，通过联络
线经沪通铁路可以到达上海虹桥站
和上海站；通过在建沪通铁路二期
可以到达上海浦东站。”铁路上海局

集团公司南京枢纽指挥部工程管理
部副主任王虎表示。

南京北站引入北沿江高铁、宁
淮城际（半小时直达淮安）、宁蚌城
际等线路，并衔接 5 条地铁线 （含
宁滁城际 S4 号线）。北沿江高铁贯
通后，南京至合肥行程缩至 35 分
钟，上海至武汉形成全线350公里/
小时高铁走廊。南京北站建成后，
将补齐南京“米”字形高铁网，并
构建1.5小时覆盖长三角核心城市的
高铁圈，结束扬州、泰州等地绕行
历史，推动苏北、皖北与苏南深度
联动。

10分钟穿越天堑改写长三
角交通格局

海太长江隧道，被誉为“万里
长江第一隧”，线路全长 39.07 公
里，其中，过江隧道长 11.185 公
里，是目前世界最长、中国断面最
大的公路水下盾构隧道。该隧道是
通常高速、如通苏湖铁路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南通“八龙过江”格
局中第5条通道，预计2028年建成
通车。

“海太长江隧道建成后，从南通
市海门区到苏州太仓市，开车只需
10 分钟。”中铁十四局海太长江隧
道项目总工程师游少强告诉记者，

“现在，不管是绕行还是轮渡，海门
到太仓都需1小时以上。”

4月9日，中铁十四局负责施工
的“江海号”智能化超大直径盾构

机始发。截至5月29日，已掘进到
257 环 （一环为 2 米），约 514 米；
预计 8 月底可启动入江施工。现
场，中交隧道局负责施工的“沧渊
号”盾构机尚有一截尾巴露在外
面。按计划，“沧渊号”拟于7月开
启长江底下超长距离掘进。建成
后，海太长江隧道将有效疏解苏通
大桥交通压力，实现南通与苏南、
上海“1小时经济圈”高效互通。

南通“八龙过江”规划 8 条通
道中，已建成3条、在建3条、前期
2 条，未来平均每 20 公里一通道，

“南通南不通”变“南通好通”。

实现“轨道上的世界级城
市群”

放眼来看，长三角多个跨海、
跨江超级工程迎来重要进展。长三
角目前同时在建的交通项目中，很
多桥隧拥有“世界之最”头衔。

常泰长江大桥创下最大跨度斜
拉桥、最大跨度公铁两用钢桁拱桥
和最大连续长度钢桁梁的世界纪
录。上月，常泰长江大桥进入机电
安装扫尾阶段，建成后，常州与泰
兴通行将从80分钟缩短为25分钟，
推动常州－泰州都市圈融合。

5 月 26 日，世界最大跨度双塔
双索面公铁两用无砟轨道斜拉桥
——崇启公铁长江大桥 4 号主塔上
横梁首层浇筑完成，未来将打通南
通启东至上海崇明快速通道。同
日，连接苏州、泰州、南通的张靖

皋长江大桥南航道桥南主塔中横梁
成功合龙。它有6 项“世界之最”：
南航道桥跨度2300米，是世界最大
跨度悬索桥；南主塔高 350 米，为
世界最高悬索桥索塔；拥有世界最
长高强度主缆、最大地连墙锚碇基
础、最长连续长度钢箱梁、最大位
移量伸缩装置等纪录。

近日，甬舟铁路西堠门公铁两
用大桥首节钢梁架设完成，具有 3
项世界第一：主跨采用1488米斜拉
悬索协作体系，是在建的世界最大
跨度公铁合建桥梁；大桥首次采用
三箱分离主梁结构，主梁宽 68 米，
是世界最宽跨海大桥；A型主塔高
294 米，是世界主塔最高的公铁跨
海大桥。5月29日，在甬舟铁路金
塘海底隧道，“甬舟号”盾构机穿越
海堤，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
道全面开启“穿海之旅”。建成后，
将结束舟山不通铁路历史，实现甬
舟半小时交通圈，杭州至舟山 1 小
时铁路通达。

……
按计划，“轨道上的长三角”将

于今年基本建成，长三角地区规划
干线铁路营业里程约1.7万公里，其
中，高速铁路约 8000 公里。眼下，
长三角城市与城市之间的“1 小时
朋友圈”正不断扩展，互联互通为
区域经济发展持续注入澎湃动能，
在不久的未来将真正实现“轨道上
的世界级城市群”。

来源：文汇报

展现区域协同发展的新速度
长三角多个“世界之最”跨海、跨江超级工程迎来重要进展

在上海、江苏、浙江交界线原
点，全国首个跨省域房建项目已拔
地而起。

5月28日，澎湃新闻走进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了解到，
经过两年多的建设，示范区重大功能
性项目方厅水院于5月21日正式通
过综合竣工验收，即将投用，标志着
方厅水院由建设阶段正式走向运营
阶段，也标志着水乡客厅从形态开发
到功能塑造的跃升。

这个特别的跨域工程因何而
建？如何顺利建成？建设过程中为
全国区域一体化发展贡献了哪些制
度经验？

一体发展的空间意向

四合院形制的方厅水院矗立于
沪苏浙交界的太浦河上，以长三角
原点为中心，沿中轴线设置主会
馆，四角分别设沪苏浙皖的主题展
馆，各馆通过三座步行桥及连廊无
缝衔接，实现了跨域、跨河互连。
可以说，在这个四合院内，15分钟
即可走遍沪苏浙。

说起方厅水院的规划建设，得从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说起。2019年

5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
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
以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为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要求共同编制国土空间规划，按照程
序联合报批。在示范区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编制过程中，两省一市提出围
绕跨省交界区域打造“江南庭院，水
乡客厅”的概念方案。

2019 年 11 月，长三角一体化示
范区成立。次年8月26日，示范区执
委会正式启动水乡客厅城市设计方
案国际征集。在充分听取两省一市
三级八方的意见建议基础上，整合形
成了水乡客厅城市设计方案成果，并
于2021年4月28日经示范区理事会
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

水乡客厅城市设计明确构建“一
点、一心、三园、三区、三道、多村”的
空间格局，方厅水院就是这个空间格
局中的“一点”，是促进长三角地区文
化交流与创新发展、集中展示一体化
发展成就和江南水乡文化、体现“城
水共生、活力共襄、区域共享”发展理
念的重大功能场所。

据介绍，方厅水院总建筑面积约
10.4 万平方米（其中地上 6.7 万平方

米），总体布局采用四合院形制，设计
手法上采用新江南风格，体现了中国
传统空间形制和江南水乡文化，又蕴
含了长三角三省一市向心汇聚、一体
发展的空间意向。

沪苏浙携手打破行政壁垒

几年前，对于沪苏浙交界处这片
土地，附近的老百姓心情复杂，“你说
什么地方最难管？一定是交界的地
方，俗称‘三不管地带’”。如今，原先
彼此割裂的地块，在打破行政藩篱
后，成为了最原生态的水乡客厅。

要把边缘地带缝合成一个整体，
必须解决深层次的问题。项目建设
主体——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新发
展建设公司（以下简称“长新公司”）
工程中心总监张炯表示，方厅水院项
目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域的房建项目，
一体化建设无现成路径可参考，项目
建设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如跨省域
项目审批存在的流程不统一、标准不
一致、监管不协调、审批效率不高等
难点痛点。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从行政审
批上打破了行政壁垒，实现了一体
化。”张炯告诉澎湃新闻，示范区执委

会发挥协调统筹作用，会同两区一县
建立了水乡客厅开发建设指挥部协
调平台，按照先易后难、逐个突破的
原则，初步形成跨域项目“一体化立
项、一体化审查、一体化审批、一体化
招标、一体化监管、一体化验收”等六
位一体审批新模式。

比如，针对两省一市的审批标准
不一致，三地采用“就高不就低”的原
则，保证了整个项目按照“高标准”推
进，最终全面提高了三地的审批标
准。采用跨域一体化审批模式，浙江
省嘉兴市嘉善县和江苏省苏州市吴
江区赋权给上海市青浦区，由青浦区
牵头实施项目信息报送、招标及一体
化方案审批。项目开工后成立联合
监管专班，示范区执委会牵头，三地
共同参与监管，出现问题协调解决。

方厅水院建好后，将如何使用？
现场相关负责人表示，执委会已会同
长新公司组建专业化公司，承担方厅
水院的运营工作，深入挖掘长三角原
点这一专属独特 IP，将方厅水院打
造成为世界级湖区的标志性节点、长
三角区域一体化综合展示窗口、水乡
客厅核心功能载体。

来源：澎湃新闻

横跨沪苏浙，全国首个跨省域房建项目方厅水院是如何建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