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均发送200万人次，相当于一座城
市在“流动”；年千亿元建设投资，构筑一张
高铁网带动万亿级产业；打通关键“节点”，
实现区域一体化“跨界无感”……轨道上的
长三角运营、建设、赋能均在“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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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均200万人次
城市在“流动”

4月3日，清明假期“出游热
潮”提前启动，长三角铁路迎来
客流高峰，单日发送旅客315万
人次。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
公司工作人员介绍，300万人次
以上属于“大客流”，但也几乎成
为长三角假期的常态。今年以
来，长三角铁路的日均客流超过
了2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了20%左右，相当于一座城市在
常态化“流动”。

出行便利化激发了老百姓
的出行热情，客流涌动凸显经济
热度正在回升。

今年一季度刚过，长三角铁
路发送旅客已超2亿人次，其中，
去年9月28日开通的沪宁沿江
高铁截至2024年3月31日，已安
全发送旅客553万人次。

长三角路网建设步伐持续
加快。截至 2023 年底，长三角
铁路已拥有 25 条高铁，2023 年
长三角铁路年发送旅客8.08亿
人次。

当前，上海和南京之间每
天往返的列车达 622 趟，运营
时间内平均2.7分钟就有一班；
紧邻上海的江苏苏州，现在每
天 8 点前开出往上海方向的早
通勤高铁列车 20 趟，几乎趟趟
爆满。

公交化开行、覆盖式路网，
让长三角的旅客出行更顺畅，长

三角城市之间已越来越“近”。

年千亿元投资
带动万亿级产业

崇启公铁长江大桥3号、4号
主墩承台首次浇筑完成，崇太长
江隧道“领航号”盾构机刀盘与
主机成功合体，上海至南京至合
肥高铁宝慧制梁场首榀箱梁完
成浇筑……今年以来，长三角铁
路建设热火朝天。

2024年内，长三角铁路部门
预计完成基建投资超 1400 亿
元。“千亿元”投资几乎成为长三
角地区铁路建设的“基本盘”。
2023年，长三角铁路完成基建投
资1253亿元。此前，已连续8年
保持800亿元以上的年投资额，
为加快构建长三角地区现代化
铁路基础设施体系打下扎实基
础。

长三角城市群将加快打造
以上海为中心，以南京、杭州、合
肥为副中心，以宁波、温州、徐
州、黄山等城市为节点，以城际
铁路为通道的“多三角、放射状”
城际铁路网。

长三角铁路网建设极大释
放了地区经济发展潜力，增进了
城市之间的产业互通、协同合
作。同时，产业集聚进一步推动
贸易增长。中国铁路上海局集
团有限公司货运部副主任孙健
介绍，今年以来，长三角地区中
欧班列客户询价、订舱意向明显
增多，发运需求和运量均有所增
长。

这个“四边形”
让一体化“跨界无感”
当前，上海逐步形成四个

综合交通枢纽的格局。上海虹
桥火车站，和正在建设中的上
海东站、上海宝山站和上海松
江站，这四个站都具有联通长
三角、长江经济带、沿海经济带
的重要节点作用，四个角相连
构成一个四边形，正逐步打开
一张长三角一体化“跨界无感”
的铁路网。

上海虹桥火车站已是中国
最繁忙的高铁车站之一，单日最
多有735趟动车组列车停靠办理
客运业务，运营高峰期平均不到
1 分钟就有一趟动车组列车到
发，其发挥的综合交通枢纽作
用，已经在推动产业发展、开放
合作，便利百姓生活等各方面得
到充分体现。

正在建设中的上海东站、上
海宝山站和上海松江站，让长三
角高铁网纵横交错、快速通达，
增进长三角紧密联系的同时，发
挥“江海联动”的积极作用。

以宝山站为例，它是新建沪
渝蓉高铁（北沿江高铁）的上海
始发站，是沪通铁路的中间站。

“沪渝蓉高铁是东西向，沪通
铁路是南北向，宝山站就在中心
连接点上，这让宝山向北、向南、
向西都能够辐射广阔腹地。加上
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区位优势，宝
山成为能南能北、能里能外的开
发热土。”上海市宝山区投资促进
服务中心主任朱广力说。

以上海到南通为例，目前需
要1个半小时车程，沪通铁路运营
后，宝山至南通最快只需要26分
钟；宝山至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从1
小时缩短至30分钟左右，真正释
放“半小时经济圈”的同城效应。

联通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
上海东站同样是重要交通枢
纽，该项目距离上海浦东国际
机场 T1 航站楼约 5 公里，总建
筑面积约100万平方米，车场规
模按照14台30线规划设计，建
成后将成为上海第二大综合交
通枢纽。

松江站目前服务于沪昆铁
路，未来还将引入沪苏湖高铁，
预留了沪杭城际铁路，加上浦东
枢纽与松江枢纽的东西联络线、
市域嘉青松金线等接入，又进一
步便利了东西枢纽之间的联络。

“让企业‘跨界无感’，会进
一步带来新的投资选择和发展
机遇，在交通经脉联通的条件
下，长三角地区、沿长江经济带
的产业布局会更加注重通盘考
虑，企业落地更能各得其所。”朱
广力说。

据新华社电

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是
大幅提升新能源汽车、工业等领
域电驱动系统性能的关键“三要
素”。总部位于上海市松江区的
盘毂动力，因掌握了这一“技术
密码”，在过去3年里年销售额从
4000万元攀至3亿元。近期，公
司获得一笔长三角G60科创走廊
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将进一步研
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

盘毂动力成立于2016年，而
这一年，正是长三角G60科创走
廊在上海松江区启动建设1.0版
之际。此后，这条走廊于2017年
升级成为连接沪嘉杭三地的2.0
版，于2018年扩充为长三角三省
一市的3.0版，即依托G60高速和
沪苏湖高铁等交通大动脉，串联
起上海松江，江苏苏州，浙江嘉
兴、杭州、金华、湖州和安徽宣
城、芜湖、合肥九地。

“我们把总部设在松江、制

造基地设在金华，刚好都在科创
走廊上，这不是巧合。”盘毂动力
总裁助理潘存伟说，长三角地区
历来是中国的汽车产业高地，如
今这里已成为新能源汽车发展
最有优势的地方之一，既有完整
产业链，也有巨大市场需求，还
有出口便利性。

潘存伟表示，沿着长三角G60
科创走廊扩大“朋友圈”，从公司
先期进入的新能源公交车、专用
车、环卫车等领域，延伸至新能源
工程机械、乘用车、两轮车等领
域，前景十分广阔，而G60基金的
投入，也向市场释放了积极信号。

瞄准“硬科技”投资属性、探
索金融供给一体化，截至目前，
作为长三角首支承接国家战略
任务、九地共同出资的跨区域科
技成果转化基金，G60基金累计
过会金额达5.42亿元。其中，高
端装备占比 29%、新材料占比

21%、生物医药占比8%。
汇禾医疗首席执行官林林

说，G60基金不仅给企业带来“及
时雨”，帮助我国心脏介入手术
产品进入海外；G60联席办组织
的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培训，还
将汇禾医疗旗下苏州子公司研
发的医疗器械产品在松江生产，
目前年产能达到1万套。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联席办
副主任、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贾占
锋表示，G60基金通过跨区域联
动机制撬动更多社会资本，为科
技成果转化注入强劲动能，推动
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建设，加快
形成九地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
的区域经济格局。

创新力成就生产力，自2018
年至2023年，长三角G60科创走
廊不仅在地理空间不断延伸拓
展，更在创新生态与协作网络上
提质增能：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占

全国比重从1/12上升到1/7，战
略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
11.5%上升到15%……独树一帜
的“创新廊道”经济，为长三角参
与全球城市群竞争提供了强劲
的新质生产力。

马达嗡鸣，旋翼飞转，鼓起
阵阵强风，一架黑色的无人机装
着4杯奶茶，稳稳地向一所学校
飞去。位于安徽省芜湖市的芜
湖航空产业园，无人机当上了

“快递小哥”。“园区已开通2条航
空物流无人机配送航线，通过在
短途运输、外卖服务等领域的实
践，进一步探索无人机应用场
景。”芜湖市湾沚区航空产业发
展服务中心主任张文昌说。

作为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成
员，近年来，芜湖市充分利用区
位优势，与兄弟城市联动协作、
技术攻关，大力推进航空产业布
局建设，已入选全国首批26个通

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努力实
现“造起来”和“飞起来”，促进低
空经济产业发展。

张文昌表示，芜湖航空产业
园已形成较为完备的产业生态，集
聚了通航整机、无人机、发动机、螺
旋桨、通用航电、低空运营等产业
链企业近200家。2023年芜湖全
市低空经济产业产值约400亿元。

目前，这条走廊上顶尖科技
人才不断汇聚，科技创新活动日
益活跃，技术合同成交额占全国
8.1%；龙头科技企业迅速成长，
科创板上市企业占全国21%……

随着政策链、资金链、人才
链像“毛细血管”一样深入创新
体系，持续造就生产力、提升新
动能，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将加
快成为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
的先进走廊、科技和制度创新双
轮驱动的先试走廊、产城融合发
展的先行走廊。 据新华社电

轨道上的长三角在“提速”

长三角科创走廊有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为新质生产力持续“上新”

列车员展示沪宁沿江高铁线路图。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刘春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