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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文高速建成通车，历时20年的龙丽温高速建设画上最后一笔——

浙西南山区全面融入高速路网
本报记者 张 帆 叶小西 邬 敏 通讯员 邱文俊 吴郑洁

1 月 4日，景文高速建成通车。作为龙丽温高速和国高网溧宁高速浙江境内最后一段，
景文高速横贯浙南山区，连接起浙江山区26县中的景宁和文成。

景文高速有“浙南天路”之称，全长68公里，总投资约137亿元，桥隧比高达80%，共37
座主线桥梁、23 座隧道，沿线地面高程最高达 1000 米，是浙江海拔最高的高速公路之一。
原先，景宁、文成间因为隔着大山，相连的省道盘山蜿蜒，两地车程约 2 个半小时，现在只需
40分钟。

缩短的时空距离，编织出一张共富发展的高速路网。

景文高速又称龙丽温（龙游、丽水、温州）
高速景宁到文成段，由浙江交通集团牵头投
资建设。龙丽温高速由陆续修建的多段高速
公路串联、连接而成的，包括两龙（龙丽、丽
龙）、云景、文瑞、文泰、景文，整个建设时间跨
度约20年，而景文是其中最后一段。

全线通车后，龙丽温高速一头在龙游连
着贯穿浙中西部的主动脉杭金衢高速公路，
一头在瑞安通过温州绕城高速联通沿海大
通道甬台温高速，中间则串联衢州、丽水及
温州西南部的连片山区县，并在文成和云
和，分别借助文泰、丽龙及与丽龙相连的龙
庆、龙浦高速，深入浙西南山区，并穿越省界
和闽北高速路网相连。

也就是说，作为横贯浙江最南面高速路
网的“一横”，龙丽温高速开启了浙西南山区
向东出海的新通道，同时又通过支线深入浙
西南山区，多点连接闽北高速路网，为浙西南
连片山区，编织了一张共富发展的高速路网。

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的景宁、文成两
县，境内涧谷纵横、群峦起伏，平均海拔近
500 米。长期以来，大山峡谷阻隔，交通不
便，百姓出行困难，极大地制约了当地经济
发展。在连绵的大山间开辟高速，成为了浙
南人民的殷切期盼。

“我家有几十棵杨梅树，成熟期，大果一
斤 15 块钱，小果一斤 10 块钱。但以前山里
不通高速，快递成慢递，要靠熟客来自提。”
文成县西坑畲族镇南坑垟村民赵小英说，

“如果我们西坑交通更方便一点，销量一定
会更好。”

景宁是浙江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和国
内唯一的畲族自治县，畲乡人民一直怀揣“高
速梦”。2013年4月，云景高速公路开通，景
宁县实现了高速公路“零”的突破。2016年
底，为实现浙江省陆域“县县通高速”的目标，
打通浙闽省际“断头路”，龙丽温高速最后三
段之二文瑞、文泰高速开工。但横亘在景宁
与文成之间的铜铃山，始终是两地人民交流
往来、经济贸易发展的一大阻碍。

2019 年，带着畲乡百姓对便利交通的
期盼，一批高速公路建设者来到涧谷纵横的
景宁、文成大山之间，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开启了景文高速项目的漫漫征途，开始打通
龙丽温高速的最后断点。

2020 年初和年底，龙丽温高速公路文
成至瑞安段、文成至泰顺段正式通车，文成、
泰顺自此迈入了“高速时代”，浙江由此实现
陆域县县通高速。而景文高速开通，则彻底
打通了龙丽温高速。

浙西南山区直通大海

沿景文高速，从景宁开始一路向文成出
发，封金山、铜铃山的自然风光尽收眼底，畲
乡之窗、深垟村、安福寺、刘伯温故里等热门
旅游景点一路相随，沿线涉及 17 个自然人
文景区。

“把高速轻轻放在绿水青山间”是景文
高速常务副指挥张仲勇常常挂在嘴边的一
句话。穿山越岭、跨越天堑的高速公路如何

“轻放”？
作为“浙西南景区化高速公路”样板工

程，景文高速项目筹备之初，就积极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景文高速以

“绿水青山间的彩色飘带”为设计定位，从
“百花朝凤、瑶境回廊、重峦觅瀑、文成寻迹”
四个主题区段入手，致力打造集合“高速通
行、交通服务、生态展示、文化展示、休闲游
赏、旅游体验”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安全通
行风光带、山水人文展示带、城乡统筹发展
带、全域旅游连接带、景区化高速示范带”。

景文全线共 23 座隧道，隧道洞口造景
结合地形及洞口形式，在结构安全的基础上
做适度的景观延伸及造型，或自然山石、或
浮雕小品，传递人文情怀。隧道口结合洞
内、外明暗变化，采用过渡段廊架等景观小
品设计，满足驾驶人员对光线明暗变化的适
应性，提高行车安全。

景文高速重点设计的景宁高架桥和高
岭头水库特大桥，通过其桥型分类别进行打

造，以突显桥梁形体结构，进而美化道路环
境，提升地方文化特色。如景宁高架桥以色
彩涂装为主，装饰以畲族特色的图案形象，
将地域特色深深融入项目设计。

景文高速还结合高桥隧比、隧道优质洞
渣等实际，全线投入 8000 多万元引进先进
的塔楼式制砂设备，建设了8条机制砂自加
工生产线，利用全线隧道洞渣为原料自加工
机制砂应用，生产机制砂合计 300 余万吨，
减少弃渣土地占用 500 余亩，节约成本约 5
亿元，不仅稳定满足了项目建设的需求，还
有效破解了山区高速弃方难、混凝土所需黄
砂紧缺两大难题，完成了“循环利用、就地取
材”的工程建设新探索。

目前，景文高速全线机制砂使用率达到
了 100%，开创了山区高速公路建设领域大
规模运用机制砂先河，是浙江省首个全面运
用机制砂工艺的高速项目，部分机制砂还卖
到了温州、瑞安、苍南的重点工程，单单这些
外卖的机制砂，就给景文沿线地方带来了
7000多万元的矿产资源税收。

最小破坏就是最大保护、循环利用就是
最大节约。景文高速在建设生产过程中还采
用污水处理系统进行污水过滤再利用。同
时，根据不同情况进行降尘，如在混凝土拌合
站内使用脉冲除尘装置降尘，在施工便道设
置自动喷淋系统及安排洒水车定期降尘，确
保项目施工便道“雨天不泥泞、晴天不扬尘”。

把高速轻轻放在绿水青山间

随着文瑞高速、文泰高速、景文高速建
成通车，便捷交通连接起各个县域，众多山
乡也不再是道阻且长的“交通末梢”。

景文高速全线共设 4 个互通，当地人
说，这为乡村振兴铺设好了“快速道”。西坑
互通连接文成县西坑镇，高速出口靠近百丈
漈风景区，南邻飞云湖与岩门大峡谷景区，
北依南田刘伯温故里景区，盘活的是旅游资
源；文成南互通连接温州市文成县，当地茶
叶、杨梅、蔬菜三大主导产业交通运输阻塞
点打通后，高山蔬果特色农业有望蓬勃发
展；景宁南互通连接景宁县，为景宁县旅游
产业、惠明茶产业发展提供便利的交通运输
服务；东坑互通连接景宁县东坑镇，有利于
带动周边农业园、亭岗岭等园区基地的发
展，加快发展现代都市农业以及文化旅游产
业，进一步打响“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示范点”的名气。

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落后，一直是制约
文成发展的短板和痛点。景文高速让文成
底气渐增，文成人提出要打造温州西部的交
通枢纽。

文成县西坑畲族镇旅游地产项目净水
湾负责人蒋宇洪感触颇深。“我曾经卖力地
向客户介绍自家产品，嘴巴都快说干了，但
客户迟迟没有表态，不为所动。”蒋宇洪告诉
记者，“当我告诉客户，景文高速通车后，其
中一处互通就在西坑，客户一听，马上心动，
选择了净水湾。”

娃哈哈也进驻文成，投建智能化饮料生
产基地。这里生产的矿泉水、八宝粥等，借
由高速从山乡走向全国，预计年产 6.1 亿瓶

（罐）饮料，年产值可达 10 亿元。眼下，在
“水经济”这条赛道上，文成有了更大的想象
空间。黄坦、巨屿、百丈漈等产业园正加紧
建设基础设施和配套项目，以此作为县域经
济发展的新阵地、招商引资的主战场。水制
品、健康食品等主导产业在高能级平台上渐
次铺开。

西坑镇镇长雷文宾则更早地感受到，高
速公路不仅是招商引资的敲门砖，还能挖掘

出当地的消费潜力。
景文高速启动建设第二年，净水湾、龙

麒源风景旅游度假区两个项目就落户西坑，
后者还是文成首个在外文成人返乡投资的
国家4A级景区开发项目。

“我相信这是一条致富路。龙麒源景区
地处百丈漈、铜铃山两大核心景区的连接
点，高速通车后，这里将成为文成县旅游‘黄
金圈’的中心位置。”龙麒源旅游度假区项目
负责人张义洪信心满满，他花了两年时间，
投资 4 亿元，带领团队对景区进行整体提
升，打造成集世界珍稀物种科普园、游客接
待中心、酒店服务综合体、悬崖民宿、玻璃漂
流项目等为一体的精品旅游度假区。

1 月 4 日上午 8 时，景宁县澄照乡金坵
村党总支书记兰文忠穿上畲族服饰，前往景
文高速景宁南收费站。他告诉记者，作为景
文高速途经的乡村，金坵村村民一直翘首期
盼景文高速早日通车。

依托景宁南收费站，兰文忠和村两委早
早做了规划：发挥交通节点优势，立足优越
的自然资源禀赋，推动农旅融合、产业提速
发展。

他说：“金坵村是惠明茶的主产区，以
前，我们的茶叶主要销往宁波、上海方向，随
着景文高速的开通，我们将打通台州、温州
方向市场。新的一年，我们相信，茶叶一定
能够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又一项目。”

景宁县东坑镇，同样有优越的自然资
源，但由于交通不畅，长期处于“养在深闺人
未识”的尴尬境地。

“对于东坑镇而言，景文高速一头连接
着县城，接轨长三角，另外一头连接着温州，
融入海西经济区。景文高速的开通，不单单
打通了浙闽山区高速的断头路，更打通了我
们山区群众奔赴共同富裕的希望之路。”景
宁东坑镇镇长张建妙说。

张建妙告诉记者，东坑镇做好了准备，
迎接高速时代的到来。东坑镇将积极打造

“康养地”“水果沟”，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乡村
旅游、“生态+”“康养+”等文旅融合新业态。

“末梢”成为“黄金圈”

景宁高架桥夜景 邱文俊供图景宁高架桥夜景 邱文俊供图

景文高速 本报记者 董旭明 拍友 邱文俊 摄

游客在文成体验乡村旅游。 文成县委办供图

景宁畲族茶农在采茶（资料图）。 本报记者 李震宇 摄

文成县丰塘村 文成县委宣传部供图

目前，浙江全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5289公里。全省高
速公路“两纵两横十八连三绕三通道”主骨架已经形成，实现
陆域“县县通高速”。高速公路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引领产
业转型升级、提高运输供给等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

两纵

① 沪杭（上海—杭州）高速→杭金衢（杭州—金华—衢
州）高速

② 甬台温（宁波—台州—温州）高速

两横

① 杭宁（杭州—南京）高速→杭甬（杭州—宁波）高速→
甬舟（宁波—舟山）高速

② 金丽温（金华—丽水—温州）高速

十八连

① 上三（上虞—三门）高速
② 乍嘉苏（乍浦—嘉兴—苏州）高速
③ 甬金（宁波—金华）高速
④ 申苏浙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高速
⑤ 杭徽（杭州—黄山）高速
⑥ 台金（台州—金华）高速
⑦ 杭新景（杭州—新安江—景德镇）高速
⑧ 黄衢南（黄山—衢州—南平）高速
⑨ 杭浦（杭州—浦东）高速
⑩ 申嘉湖（杭）（上海—嘉兴—湖州—杭州）高速
 杭绍甬（杭州—绍兴—宁波）高速
 甬台温（宁波—台州—温州）高速复线
 诸永（诸暨—永嘉）高速
 天仙（天台—仙居）高速
 龙丽温（龙游—丽水—温州）高速
 丽龙庆（丽水—龙泉—庆元）高速
 杭长（杭州—长兴）高速
 临金（临安—金华）高速（在建）

三绕

① 杭州绕城高速
② 宁波绕城高速
③ 温州绕城高速

三通道

① 杭州湾宁波通道（杭州湾跨海大桥）及接线
② 杭州湾绍兴通道（嘉绍大桥）及接线
③ 杭州湾钱江通道（过江隧道）及接线

（资料由浙江省交通集团提供）

浙江高速公路主骨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