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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畅外联、通江达海。随着高铁线路不断铺设、城际铁路不断
延伸、轨道交通立体网络不断完善，时空距离不断缩短，沿线生产
要素加速流动和高效集聚，有力激发区域发展活力与潜能，建设高
层次协同开放长三角。

衢州、丽水，在地理位置上区域相连，但莽莽苍苍的山峦叠嶂
将这相连的区域“阻隔得很远”。在这莽苍中建起一条铁路通途，
打通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堵点”“卡点”，成为两地 304.9 万
山区百姓的共同期盼。“衢丽铁路西起衢州、东接丽水，线路全长
160.1 公里，目前衢丽铁路一期项目 26 座隧道已贯通 15 座，衢丽
铁路二期项目黄角垄、夏家山、阳山隧道等 7 座隧道 10 个工作面
已开始施工洞口工程，全线工点实现了应开尽开。”衢丽铁路建设
指挥部副指挥王伟说。

从空中俯瞰，正在紧锣密鼓建设的衢丽铁路宛如一条翻山越
岭的“巨龙”，串起了浙西南的衢江、龙游、遂昌、松阳和莲都5个山
区县。建成通车后，从衢州乘坐火车到丽水无需再绕行金华，最快
仅需约55分钟，同时衢丽铁路也将与金丽温铁路、杭衢铁路、杭黄
铁路共同形成浙江省“大花园”铁路环，极大改善区域交通条件，成
为长三角后方大花园的“金腰带”。铁路的一头连着城市发展，一
头连着乡村振兴，如同大动脉，促进山区县、城乡间的人员流动，畅
通货物运输的循环周转，托举起沿线群众融入长三角发展，迈向共
同富裕的美好期盼。

浙江是制造强省、贸易大省。向内辐射内陆腹地，向外拓展海
洋空间，全力打造国内大循环的战略支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
略枢纽，是浙江全方位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写照。

5 月 30 日，随着一声声汽笛长鸣，金台铁路头门港站首发的
中欧班列（台州）满载汽摩配件、休闲用品等“台州智造”特色产品
呼啸前行，沿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深入欧洲。中欧班列（台
州）自 2022 年 5 月常态化开行以来，累计发送货物超过了 850 车，
总量超 17000 吨，目前已开通中欧、中亚、中俄、中老等 4 条线路，
覆盖德国、波兰、意大利、匈牙利、西班牙、俄罗斯等 14 个国家的
20 个城市，今年一季度，中欧班列（台州）的货运总量相较去年同
期增加了 20%。“以前我们台州的货物想要走出‘国门’，要通过公
路运往宁波、上海等周边港口城市，再辗转赶海运航班运向国外。
中欧班列（台州）的开行让货物装卸、运输、出关做到了真正的出国

‘一条龙’，省钱、省时、省事。”省交通集团金台铁路建设指挥部副
指挥长江浩说。

高铁干线四通八达，城际铁路星罗棋布，半小时生活圈、1 小
时通勤圈逐步走进生活，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市场、资源、技术、人
才、资本等要素加速流动，山海协作不断深入，多层次立体化的轨
道交通网络正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标志性成就之一，省交通
集团正以勇当高质量发展开路先锋的姿态，助力加快建设轨道上
的长三角，为奋力谱写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力量。

开路先锋开路先锋
通江达海共筑开放高地

畅通的高铁通达长三角，将都市
圈紧紧相连，而都市圈内的城际铁路
就像立体交通网中的“毛细血管”，实现
各类交通网络基础设施标准跨区域衔
接，提升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轨
道上的长三角也慢慢融入普通人的工
作生活之中。同时，依托技术创新，城
际铁路展现出融合化、智能化、人性化
特点，人们的出行体验更加美好。浙
江轨道集团作为全国首个省级轨道交
通统一运营管理试点企业，承担着全
省轨道交通统一运营管理重任，美好
出行也是浙江轨道集团优质服务追求
的目标。

一网通，串联城乡；一站式，无缝
衔接；一盘棋，统筹运作⋯⋯温州S1线
的乘客无需出站即可到达机场航站
楼，杭海城际的乘客仅需2分钟就能快
速换乘海宁西站的高铁列车。“一套体
系、一网运管、一票通行、一站安检”的
出行新方式照进现实。

立足高质量公众运营服务品牌打
造目标，各运营线路始终坚持标准化

服务和个性化开发同步推进，疏导
客流、指引购票、提醒安全、接受咨
询⋯⋯场站服务人员用标准化的细致
服务护航客运畅通；书香阅读角、自助
共享雨具、妈咪小屋、行李打包台⋯⋯
一系列切实解决不同需求的个性化设
备设施，竭力为乘客提供“暖心”出行体
验。杭州亚运会、春运、“五一”等大客
流期间，由数百名党员、团员、一线骨干
等组成的“小叶榕”“铁潮”“青合力”等
多支志愿服务队伍身披红马甲“上线”，
为乘客疏通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打造
城市交通动脉“暖心线”。杭州亚运会
期间，温州S1线累计开行列车3975列
次，输送乘客138.7万人次，出动2900
余人次支援一线，完成 10 次单站级客
流控制、19 场亚运足球正赛及 3 场龙
舟赛的运输保障工作，以实际行动交
出“亚运有我 伴您同行”高分答卷。

聚焦服务乘客美好出行、便捷出
行诉求，浙江轨道集团不断应用数字
化技术催生新场景的应用。杭海城际
打造的“智慧车站”内，城铁、地铁、公交
多种交通换乘方式一目了然，为万千
乘客提供更加便捷出行服务的同时，
舒适的空调系统和新增的无线充电装
置，让乘客的乘车体验也更加舒心。
温州S1线打造全国首家无人智慧客服
中心，集成10项票务处理功能和20项
服务举措，通过便捷的自助操作，乘客
过闸机时无需掏手机，只需刷脸即可
通过；开具发票，智慧客服中心点点手
机就能领取⋯⋯智慧的全面升级，不
仅满足公众一站式出行需求，更是对
轨道交通服务方式和效率的一次变革
性重塑，获得了国家专利。目前，无人
智慧客服中心已在全线建成投用9座，
累计服务超 20 万人次，自助使用占比
超75%。

2024 年以来，浙江轨道集团累计
完成客运量超1858万人次，各轨道运
营线路正点率均达99.9%以上，收到表
扬信2693件，乘客满意度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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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轨道上的长三角跑出加速度
胡俊翔

打开轨道上的长三角想象空间，血脉奔腾的景象呼啸而来。

在湖州，“十字型”高铁网交通主动脉即将成型，湖州东站建成后，20 分钟可达杭州、30 分钟可达上海、45 分钟可达南京，成为湖州加快融

入长三角“半小时经济圈”的重要机遇和抓手；

在温州，城际铁路将都市圈同城化的交通毛细血管不断伸向“最后一公里”，长三角一体化的区域活力不断迸发；

在丽水、在舟山，山区县、海岛县因铁路建设打开了梦想的空间，长三角一体化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一个都不能少⋯⋯

作为省交通集团下属承担全省轨道交通统一运营、建设管理的重要平台，浙江轨道集团立足多层次、立体化的轨道交通网络，拓展内畅外

联大通道，织密都市圈辐射网。

铁路作为战略性、先导性、关键性
重大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
长三角地区作为综合实力最为突出的
区域之一，人口、城市、产业等优势明
显，互联互通“一张网”更为长三角打造
世界级城市群奠定了基础。近年来，长
三角铁路致力于交通运输服务经济发
展，通过路网铺画，区域运能大幅提升、
要素流动更为便捷。

前不久，杭温高铁获批正式接轨国
家铁路网，目前，杭温高铁正式进入联
调联试阶段，向着通车最后冲刺。杭温
高铁新建正线长260公里，设计时速达
350 公里。全线共设有 9 个站点，是长
三角城际轨道交通网络的关键一环，为
构建杭州、温州、金义（金华—义乌）三
个都市区的“1 小时交通圈”提供重要
支持。

“杭温高铁是2021年《地方审批铁
路与国家铁路网接轨管理办法》印发以
来长三角地区第一条获批接轨的地方
高铁，项目计划今年开通运营，建成后
可通过合杭高铁引入杭州西站、通过即
将建成的沪苏湖铁路引入上海虹桥枢
纽，也可在义乌通过接轨沪昆高铁引入
杭州东站。”杭温铁路公司副总经理沈
惠荣介绍，杭温高铁建成后将成为贯穿
浙江南北的大通道。

铁路串联成网，不仅加快区域要素
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让异地出行、

差旅、求学等客运需求得到满足，加快
形成利好产业跨区域布局。

在“长三角几何中心”的湖州，由省
交通集团主导投资建设的铁路湖州东
站已完成站房及相关工程 93%，建成
投运后，合杭高铁与沪苏湖铁路在此衔
接，将有效推动湖州当地深度融入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促进长三角区域内产业
集群的协同发展。轨道上的长三角加
速推进，织密互联互通“一张网”，为长
三角“三省一市”携手打造出产业创新

“一条链”提供了强大支撑。
就在今年，除了杭温高铁将具备通

车条件、铁路湖州东站将具备开通条件
外，衢丽铁路二期站前工程将全面开
工，金建铁路全线隧道将实现贯通⋯⋯

“立足服务大局，我们将进一步提高站
位，扛起政治责任，贯彻省交通集团统
一部署，以深化开展‘实干攻坚年’活动
为抓手，鼓舞和动员各指挥部全体员工
以及全线参建者攻坚克难、担当作为，
争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浙江轨道集
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浙江（交投）铁
路建设总指挥部总指挥长言建标说。

列车飞驰
路网铺画区域发展宏图

复兴号重联动车组“试跑”杭温
高铁联调联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