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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由杭州京杭运河二通道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提供）

国内唯一在强涌潮区双线同时建设的
千吨级船闸；国内罕有的城市新辟航道；穿
越 2 条地铁、2 条铁路、3 条高速、10 余条国
省道及城市主干道路、百余条各种类及等级
的管线，实现众多节点迁改保护；保护国内
罕见古海塘群⋯⋯

“也许正因为这些项目建设难点，运河
二通道工程量大、建设条件复杂、关键节点
运维管理要求高，项目在推进过程中遇到了
不少的挑战。”杭州交通投资建设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吕江说。

工程实施期间，项目新开挖航道段在东
湖高架路以东 100—230 米、月牙湖西侧位
置穿越杭州海塘临平段，无法避开。考古发
现，杭州海塘临平段总长约 8 公里，发掘揭
露的海塘在杭州段规模最大结构最完整。
2017 年，明清古海塘被列入省级文保单位，
入选杭州市申报世界遗产潜在项目。最终，
杭州海塘临平段（局部）迁移至距离项目原
址8.12公里外的古海塘公园。

项目在杭州城郊陆路新开挖航道，沿线
与既有线路交叉，需要跨过既有河道水系、
市政道路、高铁普铁、各类水、电、气管道
等。比如在运营中的沪杭高铁下开挖航道，
要求确保高铁的位移不超过 2 毫米。为了
达到这一目标，杭州交投集团
投资近 1.17 亿元，先对高铁
桥梁进行保护加固，然后
再开挖航道。

500KV 超高压输
电线路为国网华东
分部尤为重要的输
电线路，且涉及
百 万 人 口 、千
余 家 企 业 和
多 家 区 属 医
院等用电。在
浙 江 省、杭 州 市
各级政府和部门高
度重视和牵头协调
下，杭州临平区迁移了
高压线下 17 户农户，嘉
兴海宁市迁移了塔下苗圃

等地表附属物，并借助国网华东分部和省、
市供电公司的大力支持，停电完成割接。

与此同时，对于施工过程中遇到的突发
状况和技术难点，杭州交投人不厌其烦地精
致打磨，体现了这条黄金水道被赋予的工匠
精神。

“作为全国首座在强涌潮河段双线同时
修建的三级（1000 吨级）船闸，位于钱塘江
强涌潮段的八堡船闸创造了船闸建设新的
奇迹；科技创新方面，被列入浙江省的科技
示范工程；航道评价方面，针对航道的生态
化运营、养护和管理拟研究建立的可量化评
估的评价体系可在其他航道应用，实现航运
在区域、省级乃至全国
的碳减排贡献度评
价⋯⋯”杭州交投
集 团 党 委 委 员、
副总经理赵益
民说。

多项难点 创造航道建设新奇迹

一条新运河 开启新里程
京杭运河杭州段二通道通航助力浙江高水平交通强省建设

张卉卉 王晓钰

7月18日，在杭州城区的东部，京杭运河杭州段二通道正式通航。

今年2月27日召开的浙江交通强省建设工程推进会暨交通强省建设领导小组会议提出，未来5年，浙江将投入2.7万亿元基本建成高水平交通强省。作为国

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重点建设项目和迄今为止浙江最大的内河水运工程项目，京杭运河杭州段二通道工程（以下简称“运河二通道”）通航对我省高水平交通

强省的建设又有着怎样的重大意义？

八堡船闸八堡船闸

京杭运河杭州段二通道 郑祖林 摄京杭运河杭州段二通道 郑祖林 摄

京杭大运河与万里长城、埃及金字塔、印度佛加大佛塔
并称为“世界最宏伟的四大古代工程”。2014年6月22日，
第 38 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京杭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
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

位于京杭运河最南端的杭州段，有着 1400 多年的历
史，见证着杭州的成长与变迁。内河航道是我国历史上的
经济命脉。早在公元 13 世纪，马可·波罗面对举世闻名的
京杭运河，曾感慨于其“为沿岸许多城市的人民造福无
穷”。但随着经济和城市的不断发展，京杭运河的传承利用
质量不高、资源环境严峻、生态空间挤占等问题也日益暴
露。“运河二通道的通航，将助力千年古运河全面焕新。”杭

州市交通运输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认为。
真正的国际大都市如纽约、上海，不仅仅是陆

路交通枢纽，通常也是航运枢纽。就像纽约的伊
利运河沟通五大湖区，杭州打造内河航运枢

纽，对形成空铁公水综合的交通网络非常重
要。运河二通道开通后，随着浙北、浙东及

浙中西部的航道将完全贯通成高等级内
河水运网，杭州将成为浙江乃至华东地

区的物流集散中心，这也将助力浙江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港航强

省”、“内河水运复兴行动计划”和发展
“海洋经济”。

京杭运河杭州段北向连接长江黄金水
道，可通过杭申线接轨上海港，南向与浙东

运河联通，连接宁波-舟山港，西向连接钱塘
江中上游，地位作用十分突出，具有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等三大国家战略交汇
优势。

今年 2 月，《杭州加快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
城市实施方案》发布，其中提到的八大标志性工程之一就是

“世界级内河航运工程”，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打造下沙
港、临浦港、临江港、明智港等一批现代化港口；对浙江来
说，这也是一次突破。2022 年浙江内河港口货物、集装箱
吞吐量分别为 3.79 亿吨、143 万 ETU，在长三角地区处于
末位。如今，随着京杭大运河杭州段陆续贯通，不仅京杭大
运河的货运通过能力和速度成倍提升，沿线城市也有机会
进一步提升多式联运比例乃至港口地位。以嘉兴、绍兴为
例，两地均在发力内河航运枢纽，前者提出 2025 年基本建
成长三角海河联运枢纽，后者提出“港口枢纽作用更突出”，
内河港口货物吞吐量达到3000万吨等。

与此同时，运河二通道建设也让老运河（大运河杭州市
区段）卸下“繁重的航运功能”这个担子。老运河得到更多
的保护，环境明显改善，继而成为旅游观光、国防应急通道，
可以更好地挖掘文化内涵，实现历史传承。

根据《杭州市综合交通专项规划（2021—2035 年）》，
京杭大运河杭州核心城区段的一般货运功能将逐步弱化，
转而重点发展水上客运、旅游及城市生活物资运输功能。

随着运河两岸原有生产性岸线逐步变为生活性和生态
性岸线，京杭运河杭州市区段的“水上黄金旅游线”价值也
有望进一步释放，实现生态与经济社会效益的双赢。想象
一下，那时，站在拱宸桥上，看到的或许就不再是来往不断
的货船，而是水上巴士和各种游船、游艇，就像游览巴黎的
塞纳河一样，别有一番风情。

“到 2027 年，基本建成基础设施强、运输服务强、创新
动能强、治理能力强、支撑带动强的现代化内河航运体系”，
这是今年 3 月发布的《浙江省建设现代化内河航运体系示
范省实施方案》的总体目标。在交通强省的新征程中，运河
二通道将助力浙江的现代化内河航运体系建设，步履铿锵，
激情澎湃。

全面复兴
千年古运河焕发新活力

2022年11月8日，320国道桥完工。

从无人机视角空中俯瞰，流线型的闸室
外观、先进的闸机起落设备、双线年单向设
计通过能力可达 4200 万吨⋯⋯作为运河二
通道控制性节点，八堡船闸的现代化令人赞
叹。船闸中央，用绿化灌木拼写的“钱塘第
一闸”字样格外醒目。

运河二通道，并不经过杭州老城区，它
新开挖了一段 26 公里左右的河道，起点位
于临平区境内的博陆，沿临平区与桐乡市的
边界向南延伸，进入九堡、下沙一带，穿过杭
州城东，通过八堡船闸与钱塘江相连。

“项目通航后，京杭运河杭州段的航道
等级将达到三级，千吨级船舶可以满载货物
从山东直达杭州。浙北、浙东及浙中西部的
航道将完全贯通成高等级内河水运网，嘉
兴、杭州、绍兴、宁波等杭州湾地区连成一
片。”运河二通道的建设方、杭州市交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交投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章舜年兴奋地说。

随着杭甬运河全线通航、富春江船闸
改扩建和钱塘江中上游航道的开发，京杭
运河杭州段的运量大幅度增加，其中的三
堡船闸，更是成了整条航线“卡脖子”的节
点。为解决这一难题，“运河二通道”的设

想应运而生。
历经 34 年，从设想到线位方案确定再

到项目开工，运河二通道的通航标志着浙江
水运事业的发展翻开了时代新篇。

推动浙江水运事业进步和区域发展，运
河二通道主要作出了三方面的贡献：

从目前大宗货物运输每公里运价看，航
运成本每吨单价远低于公路和铁路；项目建
成后将完善浙北地区的高等级航道网，可通
航 船 舶 吨 位 由 原 300—500 吨 级 提 升 为
1000 吨级⋯⋯在提升经济效益方面，项目
的作用显而易见。

“2022 年，杭州航区三堡、新坝和富春
江船闸的年过闸量达 1.17 亿吨，连续 3 年突
破亿吨关口。运河二通道和八堡船闸的开
通，将大大提高京杭运河通航能力，完善浙
江省及长三角地区的航道网体系⋯⋯在社
会稳定保障方面，项目的作用不可忽视。”杭
州京杭运河二通道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长郦纲自豪地说。

相比于铁路和公路运输，内河航运具有
运能大、占地少、能耗小、污染轻、成本低等
优势，发展水路运输是大势所趋⋯⋯在生态
环保方面，项目也肩负了重要的使命。

应运而生 浙江水运迈入新时代

20222022 年年 99 月月 2929 日日，，沪沪
昆普铁改建工程完工昆普铁改建工程完工。。

20222022 年年 44 月月 3030 日日，，绕绕
城高速公路大桥完工城高速公路大桥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