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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青田继续解锁交通另一块
拼图。

2023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提出了要打造低空经济等若
干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未来产业新
赛道的重要决策。在今年的全国两会
中，也明确提出了要积极打造生物制
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增长引擎
的发展战略。

如今，像乘坐出租车一样，打个便
捷的“飞的”进行跨市出行已成为可
能。今年 11 月，一架轻型直升机在温
州龙湾区黄石山公园腾空升起，按照
既定线路飞往青田瓯南街道。整个航
程约 115 公里，飞行时间不到 20 分钟，
比传统的汽车出行缩短1小时。

此次试飞，是龙湾、青田两地打造
高速、高铁、航道、航空立体式交通体
系的重要一环，也是两地积极布局低
空经济的一次大胆尝试。为何会选择
青田作为首条航线？答案不言而喻：
龙湾坐拥温州龙湾国际机场优势，是
浙南地区对外开放的门户；青田是著
名侨乡，有 38.1 万华侨从这里走向世

界，建立龙湾、青田浙南一体化“空空
联运”通道，将大大缩短青田到龙湾国
际机场的时空距离，进一步促进两地
经济交流发展。

龙 湾 与 青 田 共 同 抢 滩“ 低 空 蓝
海”，将助力推动浙南区域交通一体化
发展。当下，青田正布局“空空联运”
立体交通，正在编制全县低空经济发
展与布局规划。尤其是在空域管理、
基础设施建设、场景开放等方面，青田
具有足够的潜力。其中，算力资源领
先是青田发展低空经济的基础优势。

规划提出，依托青田智算算力的
发展优势，同步规划县域地面无人机
设施网、空联网、航路网、服务网，打造
一体的总体格局，实现无人机及相关
低空产业在数字孪生、数据服务、应急
救援、水系监测、生态监测、生态治理、
智慧交通等领域的集聚壮大。

在规划中也能看到，青田在场景
应用方面大有可为。如打造低空智
算 元 宇 宙、飞 行 试 航 基 地 等 特 色 平
台，再如拓展城市管理、智慧交通、巡
线巡查、环境监测、地理测绘、应急处
置、民生服务等无人机治理场景，以

及布局航空集群测试、试飞及模拟
飞等高端测试服务，开展数据

综合应用服务，提供无人机
多样化服务。

正如青田县委主要
负责人所说，未来，青
田将深入开展与龙湾
的 低 空 领 域 交 流 合
作，重点聚焦应急救
援、医疗救助、低空
物流、低空农业、低
空旅游等细分领域，
打造“优势互补、产业
联动、合作共赢”的低

空经济产业发展生态。
岁 末 渐 至 ，干 劲 愈

浓 。 一 座 座 桥 梁 飞 架 天
堑，一条条隧道穿山越岭，为

青田的经济腾飞插上的翅膀。

空空联运，“联”出低空经济新蓝海

青田：海陆空交通运输“强强联手”，促进互联互通
叶 子 林园园 叶春笼 留晓倩 李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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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浙南区域一体化合作发展拉开序幕。

区域一体化发展，交通要先行。连通外部的铁路、公路在广袤的大地上编织纵横交错的交通网络,人流从四面八方集聚；海河联运正加速，物流自天南

海北集中，快进快出、即进即出；“空空联运”，在无垠的天空中拓展四通八达的空中通道⋯⋯围绕瓯江共建、路网接轨、航空协作“海陆空”三维度，成功构建

起海陆空立体化综合大交通格局，推动各种交通方式的融合发展，丽水青田可谓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自2022年以来，青田印发《青田县“大干交通 干大交通”行动计划（2022—2025年）》，“大干交通、干大交通”成为青田抢抓适度超前发展基建黄金窗

口、加快构建“东接西融南北贯通、公铁江港一体化”的交通综合网络的必然要求。眼下，“六横五纵二环”干线公路网、“一港三区”水运布局和“535”高等

级路网体系建设基本形成，“一港三区”建设、330国道青田温溪至船寮段改建工程、218省道缙云方溪至青田季宅段公路工程等项目稳步推进。

高起点谋划、高标准推进、高质量落实，到 2025 年，青田将初步形成“东接西融南北贯通 公铁江港一体化”综合交通网络，初步建立瓯江江海联运体

系，初步建成丽水市东部综合交通门户枢纽。

如今的青田，水上航道、陆路网络、空中航线“强强联手”，共同构筑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

位于浙江南部的瓯江，是仅次于钱
塘江的浙江第二大江，干流全长384公
里，是浙江中南部山区的母亲河，也是
丽水最大的河流。

自古以来，自西向东奔流入海的八
百里瓯江就是一条“黄金水道”。历史
上，瓯江江面上千帆竞发，商贾络绎不
绝，青田石雕、木材、山货和土特产，大多
经过瓯江通达全国、远销全球。直至上
世纪90年代，随着公路、铁路的逐步完
善，瓯江航运昔日的繁忙景象归于平静。

做好“水文章”，助推瓯江水运复
兴，这是青田坚持开放引领底气所在。
近年来，青田围绕“东接西融南北贯通，
公铁江港一体化”的综合交通体系，积
极谋划青田港区，先后开工建设腊口港
区、船寮港区、温溪港区、浙西南江海联
运中心港等重点项目，破“山”而进、向

“海”而战、“山海”交融，积极打通瓯江
“黄金水道”，让青田成为丽水通江达
海、畅通南北的大通道。

2024年12月25日，对青田来说是
极具意义的一天。随着开航汽笛声响
起，满载36标箱的集装箱船舶“吉诚贸
通 888”轮缓缓驶出乐清七里港码头，
溯 33 海里瓯江而上，开往青田温溪码
头，标志着温州—丽水海河联运航线正
式开辟。

此次开通的温州—丽水海河联运航
线是温丽两港首次开通瓯江集装箱航
线，实现了两地水运直通快达，集装箱

“进境货物同价到港、出境货物同价起
运、生产运输同一系统”，保障政策期内
温丽两港水水中转“零运费”，青田当地
企业到七里港码头集运成本节约50%。

大力发展海河联运，同样是青田应
对“九山半水半分田”产业用地紧张、拓
展经济腹地、促进瓯江沿线产业经济发
展的关键策略。青田港区作为丽水唯
一的出海口，早在 2020 年，《浙江省综
合立体交通网规划（2021—2050 年）》
将丽水港列为全省 5 个重点建设的内
河港口之一。从最初的碎步慢跑，到如
今的快步奔跑，青田加快构建起了陆海
统筹、山海互济的发展新格局，港区的
整体功能和通航能力得到了有效提升，

“公铁江港一体化”综合交通网络初步

显现。
近日，在浙西南江海联运中心港施

工现场，工人们分成多个施工小组，或
是建设路基挡墙，或是铺设雨水管网，
每个点位都呈现一片忙碌景象。“青田
至温州港的瓯江航道是青田商货的通
道，也是整个丽水出海的‘大动脉’。浙
西南江海联运中心港的建设正可以为
浙南内陆和温州沿海地区水上货运、江
海联运提供有效支撑。”青田县交通运
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青田港区的
核心，浙西南江海联运中心港将以通用
泊位、多用途泊位为主，集装卸仓储、中
转换装、运输组织、现代物流于一体，打
造专业化、集约化的大型综合性港区，
不仅辐射丽水、金华等地，还能向东经
温州、宁波等港口连接全球，推动青田
从“临海而居”到“依海富民”，培育壮大
海洋经济新引擎。

据了解，该中心港有 9 个 1000 吨
级泊位，设有保税仓储区、集装箱堆场、
海关管理及检验区等六大功能区。预
测本项目年吞吐量为 1000 万吨，年设
计通过能力为 1033 万吨。项目建成
后，将成为青田引导发展海河联运，推
进内河水运高质量发展，实现跨山问
海、山河协作的关键设施。同时，也会
进一步补齐丽水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短
板、改善区位优势，为丽水乃至浙西南
地区加快融入全省南冀海洋经济区，实
现通江达海，促进腹地与沿海地区的物
资交流和经济往来、接轨温州都市圈提
供良好的条件。

跨山问海、向海借力。瓯江带给青
田的不只一汪碧水，还有走向世界的通
道。

向海借力，打造海河联运新通道向海借力，打造海河联运新通道

城市路网建设，建的是道路、连的
是民心、拓的也是发展。作为浙中南
连通浙西南的交通要道，青田上承金
华、衢州、丽水市区，下接温州，尤其是
近年来，依托瓯江走廊带独特的地理
区位优势，青田“大手笔”绘制公路建
设项目，不断优化升级公路交通体系，
着力建设大路网、构建美丽经济走廊，
加快构筑以高速公路为主、国省道为
骨干的综合交通网络，全面提升县域
交通运输通行能力。

2021 年，330 国道青田温溪至船
寮段改建工程开工建设，是青田目前
投资最大的一个交通项目，全长约
33.1公里，总投资约45.7亿元。

县域内，该工程串联起温溪镇、鹤
城街道、三溪口街道、船寮镇等乡镇

（街道）；县域外，东接 330 国道永嘉
段，西连莲都、缙云、金华永康，是青田
接轨温州都市区，连接温州港的重要
通道，将开辟丽水通往温州的新大
门。项目建成后，不仅将深度优化区
域交通网络布局，成为加速青田融入
温州都市圈、金义都市圈的关键交通
动脉，还将促进区域人流、物流、信息
流运转和资源要素的集聚与配置，为
青田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注入强劲动
能。

截至目前，330 国道青田温溪至
船寮段改建工程已完成了 34.8 亿元
投资任务，占总工程量的76%。

为构建东西走向和南北走向的
交通主干线，青田交通建设持续加
速，多个交通项目迎来新进展。今年
6 月，随着“温州市区至丽水青田公路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评审通过，
一条便捷的交通要道即将落地，连通
温州和丽水，不仅让温青两地之间的
通行时间缩短至 30 分钟，更是温青两
地主城区打造“30 分钟”交通圈的主
动脉、推动金丽温开放大通道建设的
又一标志成果；今年 7 月，218 省道缙
云方溪至青田季宅段公路工程项目
开工建设，相继而来的是，将开辟青
田新的南北向快速通道，进一步优化
区域路网结构，同样也能挖掘沿线美
丽乡村旅游资源，发挥带动和辐射效
应，畅通交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主
动脉”；今年 8 月，638 国道青田鹤城
至北山段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通过审查，该项目是青田南北上山的
重要支撑、串珠成景的山水诗路，位
于项目起点的东堡山大桥，距离水面
200 米高，将成为青田乃至华东地区
的地标⋯⋯

关键子落，满盘皆活。随着这
些交通项目的陆续实施，青田将不
断壮大县内主干公路的整体骨架，
逐步构建起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网
络 ，进 一 步 推 动“ 东 接 西 融 南 北 贯
通”，为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坚
实基础。

以路通城,大道纵横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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