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全省奋进“两个先行”新征程，加快建设高水平交通强省之际，今天，杭州亚运会重要交通保障工程、“轨道上的长三角”节点工程——合杭高铁湖杭段建成通车。

发挥省级综合交通投融资主平台和综合交通建设主力军硬核作用，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打好稳进提质攻坚战，服务高水平交通强省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重

大战略，当好全省奋进“两个先行”开路先锋，是省交通集团的时代使命。近3年来，该集团累计完成交通基础设施投资2407亿元，占全省综合交通投资总额的近四分之一。“十四五”期间，计划完

成综合交通投资超5000亿元，主导投资建成10个高速公路项目、4个铁路项目，同时开工一批改扩建和新建项目，高速公路、铁路项目总数将超40个。其中，今年计划建成通车４个项目、新开

工6个项目；1月至8月，已累计完成综合交通投资456.8亿元。

作为今年计划建成通车项目之一的合杭高铁湖杭段项目是省交通集团控股投资建设的首条高速铁路，总投资约371亿元，全长约13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工建设伊始，在省委、省

政府和国家铁路集团的正确领导下，路省联合建立湖杭铁路建设推进协调机制，高层领导定期会商，督查进度，破解难题。在省发展改革委等省级有关部门协调指导下，省交通集团、铁路上海局

集团与沿线地方政府紧密合作，成为项目加快建设的“制胜法宝”。

合杭高铁湖杭段建成通车，对打造杭州都市圈、实施大通道行动计划、打造省域一小时交通圈、加快建成高水平交通强省、促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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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飞虹连湖杭一路飞虹连湖杭
——写在合杭高铁湖杭段建成通车之际

欣 闻

（（本版图片由湖杭铁路公司提供本版图片由湖杭铁路公司提供））

“过去需要 30 余人干的活儿，现在只用几个‘机械手’就
能轻松搞定。”构件厂负责人钱传顶介绍。在富阳区拔山村
这个占地 4000 平方米的小型预制构件厂内，无人操作的自
动化生产，几秒钟就产出一个预制品，令人不禁感叹“智造”
的魅力。而这只是合杭高铁湖杭段建设过程中应用“黑科
技”的一个缩影。

自开工建设以来，合杭高铁湖杭段运用智能科技，缔造
了一个又一个奇迹。项目以数字化的工程管理举措和数字
化技术创新运用场景不断开拓“高铁智造”新内涵，为项目建
设提速、打造品质工程注入数字动能。

位于杭州市富阳区的鹿山隧道，全长 5605 米，是合杭高
铁湖杭段三大控制性工程之一。针对隧道复杂的地质条件，
鹿山隧道项目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等

“四新技术”，成为合杭高铁湖杭段施工典范。“就拿 3D 断面
扫描技术来说，仅需2分钟就能完成纵向60米开挖范围内的
数据采集和三维点云图生成，建立隧道‘净空数字化档案’，
比原先节省 3 个多小时。”省交通集团铁路建设总指挥部相
关负责人介绍说。

在桥梁建设中，合杭高铁湖杭段积极运用连续梁 0 号块
混凝土 CT 检测技术、BIM 三维可视化交底、碰撞检测和连
续梁转体智能监控系统等新技术、新工艺，让桥梁施工更加
精准，更加安全。

一股新动能：
拓展“高铁智造”新内涵

杭州西站杭州西站杭州西站

大空间“云谷”“云路”“云厅”⋯⋯一
座充满未来科技感的高铁站房成为
杭州城西的“新地标”，更是杭州发展
的“新坐标”。

翻开中国铁路图，居于长三角南
翼的铁路网大都指向杭州，杭州已成
为全国的重要铁路枢纽之一。但长

期以来，杭州东站汇聚了大部分高速
铁路，让杭州西部区域出现了高速铁
路的空白，一定程度上造成杭州铁路
枢纽整体发展的不平衡。而建设杭
州西站就是进一步做大做强铁路枢
纽的重要落子。

杭州西站这座集高铁、地铁、公

交等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的大型综
合交通枢纽，总建筑面积约 51 万平
方米，站台规模为 11 台 20 线，同时
加入了站城融合一体化设计，是国
内首次在站台雨棚实施上盖开发的
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车站整体设计
理念为“云之城”，通过多维一体的
交通组织和理性的综合开发，构造
一个具有江南气质和未来感的城市
空间。

杭州西站还将“绿色规划”“绿色
设计”“绿色施工”融入到站房建设的
全生命周期。其中，利用站房屋顶资
源进行光伏发电，年均发电量可达
231 万度，预计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量 2300 余吨。

站 在 余 杭 区 仓 前 街 道 ，放 眼 眺
望，一眼望不到头的动车所极为瞩
目，这就是浙江省内规模最大的高铁
动车所——杭州西动车所。值得一
提的是，这个相当于 33 个足球场大
的动车所将进行全国首个动车所上
盖开发项目建设，将打造一个大型居
住社区，规划住宅建筑面积约 119 万
平方米，可居住 3.42 万人；并将植入
未来社区理念，形成国内首个双铁联
动、轨道交通快线引领的超级 TOD
集群。

一座新地标：打造站城融合“云之城”一座新地标：打造站城融合“云之城”

湖杭铁路德清段航拍湖杭铁路德清段航拍

列车飞驰在余杭特大桥

“以走在前列的姿态奋力建好杭州西站枢纽，打造现代
化综合交通枢纽的新样板、我国新一代高铁枢纽的新标杆。”
省委、省政府的嘱托犹在耳畔。建设以来，聚光灯下的合杭
高铁湖杭段争分夺秒，夜以继日推进工程建设。最终，项目
在 33 个月内竣工，比原计划提前 9 个月，跑出了令人瞩目的
高铁建设“湖杭速度”。

“多彩湖杭、共建共享”，党建联建为路地合作共建共管
架好跑道，成为合杭高铁湖杭段建设越跑越快的秘诀。项目
参建单位携手共建党建联合体，全线项目部纷纷成立党组
织，形成了“工程推进到哪里，支部就建到哪里，党员就攻坚
在哪里”的生动局面。在“多彩湖杭”的引领下，全线 22 个党
支部围绕项目推进中的堵点、卡点，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实现了工作联动、信息联通、难题联解，精准稳步推进项
目建设。

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项目建设，省发展改革委、自然资
源厅在征地拆迁工作中，与沿线地方政府协同作战，仅用6个
月就实现全线无障碍施工。特别是 6 处 500kV 超高压电力
迁改，省铁路建设专班对表推进，电力部门仅用 73 天完成迁
改。在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各参建单位的密切协作下，
上万名建设者以攻坚态势，24 小时轮班作业，抢晴天、战雨
天，全线33座隧道提前3个月实现隧通，正线路基提前1个月
实现路通，正线预制梁提前 1 个月完成架设，全线铺轨提前
17天贯通⋯⋯

山水相逢，阡陌交通。穿过万家灯火，合杭高铁湖杭段
正成为浙江乃至长三角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一种“燃”精神：
跑出高铁建设新速度

这条高铁，“左手”是发展的脉动，“右手”是民生的温
度；这条高铁，串起了秀丽的诗画江南，更加速了长三角的
互联互通。

“它经过我们家门口，在未来科技城附近还建了杭州
西站。”家住杭州城西的郑女士，对出行变化的兴奋之情溢
于言表。合杭高铁湖杭段的建成通车，最直接受益的是杭
州城西的居民。今后，城西居民再也不用跨越大半座城市
赶到杭州东站坐高铁，在家门口的杭州西站搭乘高铁就能
直达全国各大中心城市。此外，合杭高铁湖杭段的过江通
道位于富阳、桐庐交界处附近的富春江上，为杭州市区西
部打通了一条“铁路过江通道”。这不仅对杭州城市发展
格局产生深远影响，长三角区域跨省市“串门”也就此再提
速。

作为长三角城际铁路网重要组成线、“名城、名湖、名
山”黄金旅游线，合杭高铁湖杭段沿线地区生态、文化、经济
资源优渥。在桐庐经营民宿的张女士满心期待：“湖杭铁路
通车后，我们的生意一定能越来越红火，会有更多的人看见
桐庐的美。”

民生之路，亦是发展之路。合杭高铁湖杭段线路设计
时速350公里，全长约137.8公里，呈南北走向，经湖州市南
太湖新区、吴兴区、德清县，杭州市余杭区、西湖区、富阳区
和桐庐县，跨富春江通过新设桐庐东站引入杭黄高铁桐庐
站。沿线设车站6座，除了湖州站、桐庐站2座既有站，还改
建了 1 座既有车站德清站，新建杭州西站、富阳西站、桐庐
东站3座车站，对完善浙江铁路路网布局、带动沿线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条大动脉：
长三角互联互通再提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