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俯瞰绍兴，绍兴地铁 1 号线主线的
18 个站点犹如一颗颗明珠，点亮越城
区后，再与 1 号线柯桥段的 10 个站点
相连，一路直达杭州市。

而在地下，一列地铁电客车疾驰，
将这些明珠串联成链，形成一条快速通
勤线：以约 75 分钟从绍兴到杭州的便
利，承载着两地发展要素不断互通有
无、取长补短。

更吸引人的是，依据《杭州绍兴城

市轨道交通合作一揽子协议》，杭绍地
铁网已实现一站式付费换乘，简单说就
是“一次购票、一轮安检、一票换乘”的
便利。这在全国开创了先河。

在票价上，绍兴地铁采用计程票
制，起步价为 2 元可乘 4 公里，4 公里以
上部分，4～12公里每1元可乘4公里，
12～24 公里每 1 元可乘 6 公里，24 公
里以上每 1 元可乘 8 公里。为更好地
服务广大乘客，行车间隔由原来 1 号线

柯桥段运行时的9分
钟，缩短为高峰 6 分钟，
平峰约8分钟。

这样的速度和票价，可
以说进一步打破了原有城市“边
界”。“比公交快速、比高铁便宜”“家门
口上车，方便又可控”“一票直达，两地
一日游不再是梦想”⋯⋯两地居民纷纷
称赞。

为充分展示古城新风貌，绍兴地铁
1 号线主线在设计建造时融入了很多

“绍兴文化元素”：
车厢内，客室挡风板和扶手杆组合

在一起，犹如一只曲颈昂首、优雅游弋
的大白鹅。挡风板的玻璃上还印刻着
绍兴市花兰花。

车站内，公共区采用“新中式”装修
设计风格。如古城区城市广场站、火车
站站、鲁迅故里站装修主题为“文艺博
览·星河画卷”，提取书画诗词等文化元
素，呼应古城历史古迹；新城区黄酒小
镇站、奥体中心站、梅山广场站装修主
题为“赤心筑梦·未来画卷”，运用科技
金属材料，共同绘就城市蓝图。就连站
名，也是由20名绍兴书法家手书，体现
了书法之乡的气韵。

“杭绍两市地铁互联互通‘无缝换

乘’，形成了多层次、广覆盖、高密度的
交通网络，是杭州都市圈区域融合发展
的一次先行实践。”绍兴市发改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1 号线主线的建成运营，
标志着绍兴全面迈入地铁时代，在满足
市民群众日常出行和通勤需求的同时，
也将为2022年杭州亚运会的顺利举办
落实了交通保障。

一票直达一票直达 杭绍无缝连接杭绍无缝连接

地铁，连接的是交通，紧密的是发
展要素。它拉近城市之间“看得见”的
距离，也让绍兴迎来了“看不见”的新机
遇。

“就像一个磁场，以流动促融合，以
融合撬动聚变。”绍兴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越城分局国土空间规划编审科科
长黄燕说：“地铁系统的叠加效应，可以
使城市格局变大，从而打开城市高质量
开放发展的广阔舞台。”

最显著的表现是，大量乘客的每日
通勤将带动沿线区域的消费能力。这
在先行开通的绍兴地铁 1 号线柯桥段
上已得到充实的体现：在钱清轻纺原料
市场，采购商中多了不少“杭州面孔”；
杨汛桥街道的统计数据则显示，地铁周
边楼盘的杭州客户已高达80%。

为应对这一现象，绍兴地铁 1 号线
主线做了充足的准备。其中最被寄予
厚望的是轨道交通 TOD 综合开发，即

通俗讲的“地铁+物业”模式：通过给地
铁加“盖”及周边土地综合开发的方式，
进行商业、办公、住宅等综合开发建设，
既推动片区开发，又实现以轨养轨。

目前，在绍兴地铁 1 号线沿线，已
有 3 个 TOD 项目在建。除了鉴湖停车
场上盖 TOD 综合开发项目，还有分别
定位于镜湖新区地标性建筑的梅山广
场TOD项目和古城门户新枢纽绍兴火
车站片区TOD综合改造提升项目。

其中，绍兴首个“地铁上盖”项目梅
山广场重点发展高档酒店、商务办公、
地铁文化等城市功能，配套完善商业服
务等设施，积极引进知名品牌物业、商
管运营商，努力打造成为镜湖新区的地
标性建筑。

而绍兴火车站片区TOD综合改造
提升工程，则依托其古城门户的区位特
殊性和多种交通资源集聚的特点，将重
点发展商务、办公、商业等业态，打造成

为集旅游集散、公共交通、P+R 停车、
酒店办公、商旅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绍
兴城市客厅、古城门户枢纽。

备受关注的鉴湖停车场上盖 TOD
综合开发项目则将以地铁停车场上盖
物业开发为核心、“未来社区”为理念打
造站城一体化的地铁小镇，重点发展商
业、办公等地铁小镇配套业态，带动整
个城南区域价值进一步提升。

“这是绍兴以‘轨道+’建设助力城

市发展、增强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能力
的生动实践。”绍兴市轨道交通集团主
要负责人说：“如通过鉴湖停车场上盖
TOD 综合开发项目，鉴湖街道内有望
崛起一个集生态居住、健康养生、山水
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社区。”

而在更高层次的产业甚至区域合
作上，绍兴也已布局良久。据不完全统
计，目前绍兴已会同杭甬起草形成《杭
绍甬产业创新带战略研究》，谋划共建
杭州湾产业科创融合示范走廊、产业数
字融合示范走廊、产业都市融合示范走
廊；会同杭甬两市制定印发《杭绍一体
化合作先行区建设方案》《甬绍一体化
合作先行区建设方案》。

事实上，这一红利已经显现。在
地铁工程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

绍兴已和不少交通行业头部企
业在合作。如绍兴市轨道交通
集团已和 10 所市外轨道交通
特色院校进行校企合作，委托
高校开展运营技能人才委托
培养，为绍兴地铁输送源源
不断的人才。

机遇迸发机遇迸发 融合撬动聚变融合撬动聚变

这些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可谓热词。
因为无论从国内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演进，
还是从参与国际竞争的要求来看，加强长江
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合作都显得十分紧迫。在

这波发展浪潮中，西接杭州、东连宁波的绍
兴也早早以大湾区产业联动、大都市区

同城化的“金扁担”为定位，提
出了“融杭接沪联甬”的发展
思路。

加入轨道上的长三角，
正是实现这份蓝图的重要一
环。因为业内普遍认为，人们可忍受的最长通
勤时间为45分钟到1小时，该时间范围内所能到

达的最远距离决定了一个都市区由中心到边缘的
最大半径。在众多交通工具中，班次密、速度快、票

价便宜的轨道交通是较适合的选择。
近年来，杭州湾大湾区中的不少城市也正朝着这

方面发展：着力打造“地铁+市域（郊）铁路+城际铁
路”的交通模式；加快县域城市与主城区间的城际铁
路建设，推进都市区内地铁付费区换乘和票制票价互
联互通；适度提高城际轨道交通的运行密度和承载能
力⋯⋯

而不甘人后的绍兴，早在2011年就启动城市轨道
交通线网规划编制工作。“城市轨道交通是对构建现代
交通、提升城市能级、实现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绍兴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绍兴市一直将建设轨
道交通网络作为深入贯彻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
略，加速杭绍甬同城化发展，提升市民幸福感获得感的
一项重要举措。

2016 年 5 月 28 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正
式 批 复 了 绍 兴 市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第 一 期 建 设 规 划

（2016~2021年），建设城市轨道交通1号线主线、支线
工程和2号线一期工程，全长41.1公里。至此，绍兴成
为继杭州、宁波之后，浙江省第三个获批地铁的城市。

而今，随着绍兴地铁 1 号线主线开通初期运营，绍
兴地铁2号线1期步入建设期，绍兴的地铁规模已超过
不少周边城市。业内专家认为，凭借这点，绍兴将在杭
州湾大湾区建设拥有更多话语权，吸引更多发展要素
前来。

从地铁的走向看，绍兴显然已经做好准备：绍兴地
铁 1 号线已经串联起古城旅游资源、穿过镜湖核心区
块、行经杭绍临空经济一体化示范区绍兴片区、直抵杭
州制造强区萧山，并通过杭州地铁延伸扩展⋯⋯

在今年的政府报告中，绍兴也明确提出，坚定实施
高水平网络大城市发展战略，持续提升全市域高质量
一体化发展水平，不断增强城市综合承载力和集聚带
动力。“在这个过程中，地铁将起到很多作用。”绍兴市
相关负责人表示，依托地铁，绍兴将与杭州进行系列合
作互补。

大开放形成大格局，大格局带动大发展。绍兴地
铁飞速前进的呼啸声，正奏响一曲“向北挺进，向湾区
挺进”的交响曲。

轨道互联轨道互联
绍兴走在前列绍兴走在前列

精准调度守护平安出行路 郑培庚 摄精准调度守护平安出行路精准调度守护平安出行路 郑培庚郑培庚 摄摄

以地铁为纽带以地铁为纽带，，抢抓杭绍同城化发展新机遇抢抓杭绍同城化发展新机遇 郑培庚郑培庚 摄摄

2022年4月29日 星期五

版式：张飞娥

2022年4月29日 星期五

版式：张飞娥12 专版
ZHEJIANG DAILYZHEJIANG DAILY

绍兴：地铁出古城 呼啸入湾区
金燕翔 吕 禹 倪 良

守护乘客出行安全守护乘客出行安全
郑培庚郑培庚 摄摄

4月29日，绍兴地铁1号线主线开通运营！

作为绍兴古城首条地铁，这条线路自建设之初就备受关注：通过与绍兴地铁 1 号柯桥段

的贯通运营、杭州地铁的一票换乘，它让绍兴主城区和杭州的通勤时间缩至了75分钟左右。

站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角度，拥有地铁城市的标签后，绍兴将在杭州湾大湾区建设中拥有

更多竞争力，进一步吸引发展要素前来助力绍兴打造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大城市。

拥抱地铁时代拥抱地铁时代
徐昊添徐昊添 摄摄

（（图片由视觉中国提供图片由视觉中国提供））

宽敞整洁的绍兴地铁候车大厅宽敞整洁的绍兴地铁候车大厅 郑培庚郑培庚 摄摄

绍兴地铁绍兴地铁 11 号线主线开号线主线开
通运营迎来首批通运营迎来首批““试乘客试乘客””

郑培庚郑培庚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