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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年，湖州有了第一条铁路，长兴山区煤矿的煤通过铁轨运输到水路码头，这短短 26.5 公里，成了

湖州百年轨道建设的序幕。

从运煤窄轨铁路到客货两用标准铁路，再到高速铁路；从通县域、通省会，再到纳入全国铁路版

图。一条条现代化铁路飞速延伸，一张承东接西、贯通南北的铁路网络渐渐在湖州大地成型。

宁杭通，面面通。2013 年 7 月 1 日，宁杭高铁投入运营，北起南京，南至杭州，同一天，铁路

湖州站启用，标志着湖州正式迈进高铁时代。

转眼又 10 年，在湖州铁路人的积极谋划争取和不断赶超接力之下，湖州这座绿水青山中的城

市，正在全面步入轨道交通时代。

湖州的轨道交通网络如何编织？未来轨道交通对百姓出行和经济社会发展会带来哪些改变？

为了找寻答案，连日来，记者走访湖州市轨道交通中心、在建轨道交通项目，探寻轨道交通为湖

州带来的机遇和未来。

“轨道上的湖州”加速驶来

铁路湖州站铁路湖州站

迈向轨道交通的湖州之变

作为长三角地理中心的湖州，如何在轨道交通时代打造区域重要节点城市——

打
造
﹃
四
网
融
合
﹄
一
体
化
格
局

2020年7月，我市提出以“轨道上
的湖州”引领枢纽门户城市建设。“十四
五”期间，将打造“4321”工程，总投
资超过1000亿元，构建快速高效的高铁
大通道、便捷绿色的通勤大网络、一体
衔接的综合大枢纽。

“轨道上的湖州”宏伟蓝图，建成后
到底什么样？

我们可以从《“轨道上的湖州”建
设行动方案 （2021—2025 年）》 找到
所要的答案。

《方案》提到，“轨道上的湖州”基
本建成时间为2025年。那时，湖州已基
本形成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铁
路、城市轨道交通“ 四网融合”的多层
次轨道交通一体化发展格局，全市铁路
网密度达到 849 公里/万平方公里，可以
在长三角地区排在前列。

那时，去往想去的城市，就是一
个字——“快”。2025年，湖州将全面
建成“十字型”高铁主骨架，沪苏湖高
铁 2024 年建成运营，湖州至杭州西高
铁 2022年建成运营，与既有宁杭、商合
杭高铁共同构成“ 一纵一横” 高铁主骨
架，实现与各大城市群和主要城市间的
快速联系。湖州百姓通过轨道交通可1
小时通达长三角主要城市；3 小时就能
抵达武汉、南昌、郑州等中部地区核心
城市；5 小时还能到达京津冀城市群和
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

那时，长三角就像“一座城”。湖
州将对接上海大都市圈、杭州都市圈、
苏锡常都市圈，打造形成1小时轨道通
勤圈。到2025年，各区县建成高效衔
接的综合立体交通客运枢纽体系，方便
至极。

历史上曾以水运之便、贸易繁盛显
赫闻名的湖州，在新时代的今天，必将
乘着轨道的延伸，再现昔日辉煌，成为
长三角——这一中国最发达地区的交通
枢纽中心。

交通兴则城市兴，交通活则经济
活。每一种交通方式的变革都为经济社
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所谓轨道交通，是指采取轮轨运转
方式的快速大运量公共交通的总称。我
国的轨道交通按照服务对象、速度标准
等，可分为干线铁路（高速铁路、普速
铁路）、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
城市轨道交通。与公共交通、私人汽车
等相比，轨道交通具有十分明显的优
势，是未来综合交通发展的重要内容。

“从上个世纪末高速公路建设潮以
来，作为长三角地理中心的湖州一度被
边缘化，而这十几年的建设时间差，恰
恰就是湖州落后于周边地市发展的最关
键时段。”由湖州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
服务中心、湖州市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
发布的《轨道交通对湖州发展影响及对
策研究》提到，湖州地处长三角中心区
域，也是沪、杭、宁三大城市的共同腹
地。过去，由于现代化交通的发展滞
后，致使湖州的区位逐渐弱化。

从铁路网的神经末梢逐步成为区域
枢纽，拥抱轨道交通，是新时代湖州发
展的必然选择。从宁杭高铁开始，湖州
开始接轨全国高铁轨道网，路网结构和
运输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场站条件明显
改善，“高铁时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
拉动作用也日益显现。

铁路湖州站也从开站之初旅客列车
开行91列，日均发送旅客约4000人
次，到现在的日均发送旅客1.6万人次
（高峰期旅客发送达到2万人次），开行
总数210列。

截至目前，铁路通车总里程324.75
公里，其中高铁通车里程 170 公里，

“十字型”高铁主骨架将于2024年全面
建成。

如今，随着如通苏湖城际铁路（南
浔至长兴段）、沪苏湖铁路湖州段等百
亿轨道交通大项目相继开工，湖州正在
奋力进入轨道交通时代，打造区域重要
节点城市。

同时，高铁在缩短旅行时间、服务
便捷舒适上的优越性，将使湖州现代商
贸、生态旅游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空间
得到更大范围拓展。湖州作为浙江北向
门户、物流中心的地位也将进一步凸
显，不再局限于浙北地区，同时可以吸
引浙中南甚至江西、福建等地人流、物
流的北上，并在构建浙江“大港口、大
路网、大物流”中扮演重要角色。

如通苏湖城际铁路如通苏湖城际铁路（（南浔至长兴段南浔至长兴段））银山二路站施工现场银山二路站施工现场

融入长三角，打造枢纽门户城市，
靠的是四通八达的轨道交通网络。而对
于湖州百姓来说，“轨道上的湖州”是
一份期待。

如通苏湖城际铁路 （南浔至长兴
段）、沪苏湖铁路、杭德市域铁路……
目前，我市三个在建轨道交通项目各个
不简单。

“今年，轨道交通建设进入加速
期。”湖州市轨道交通中心负责人陈纯
志表示，不久的将来，我们离兄弟城市
更近了。

近日，如通苏湖城际铁路（南浔至
长兴段）首个地下车站——银山二路站
正式开工，标志着项目地下施工进入实
体施工阶段。

湖州交通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银山二路站位于南太湖新区，其所
在标段为如通苏湖城际铁路（南浔至长
兴段）全线地下工程体量最大、地下线
路最长的标段，全长有4.1公里。

据了解，如通苏湖城际铁路 （南
浔至长兴段）项目起自浙苏省界，经

南浔区、吴兴区、南太湖新区、长兴
县，终于宁杭高铁长兴站。包括银山
二路站在内，全线64.8公里，共设车
站11座，平均站间距约5.9公里，计
划2027年建成。

沪苏湖铁路，一桥飞架南北。据交
通部门最新消息，随着最后一节钢箱梁
焊接完成，国内首座高铁与普铁四线并
行斜拉桥——沪苏湖铁路跨斜塘航道斜
拉桥于近日顺利合龙，标志着沪苏湖铁
路全线跨度最大、施工难度最大的特殊
孔跨桥梁工程主体结构全部完成，为全
线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沪苏湖高铁从规划走向现实，
作为上海都市圈"1+8"成员和长三角27
个中心区城市之一，湖州将实现与上海
的高铁直连直通，成为“十字”骨干高
铁交汇城市，全面进入高铁新时代，迎
来新一轮发展机遇。

“目前沪苏湖铁路南浔站站房框架
主体施工全部完成。待南浔站、湖州东
站建成后，我市将成为全省首个实现所
有区县高铁站线全覆盖的城市，门户枢

纽城市地位彰显。”陈纯志介绍，沪苏
湖高铁建成后，将大幅拉近我市与上海
的时空距离，从2小时高速车程缩短为
高铁30分钟沪湖同城。

沪苏湖铁路起自上海虹桥站，途经
江苏省苏州市，终至湖州市湖州站，正
线全长约163.8公里，设上海虹桥、松江
南、练塘、汾湖、盛泽、南浔、湖州
东、湖州站8座车站，计划2024年建成。

而湖州到杭州的新通道——杭德市
域铁路工程施工，最近也传来突破性进
展。在杭德市域铁路工程斜拉桥的施工
现场，随着一台大吨位旋挖钻机隆隆启
动，斜拉桥首桩正式开钻，这标志着杭
德市域铁路工程施工有了突破性进展。

杭州至湖州德清市域铁路自杭州市
余杭区仁和北站至德清高铁站，全长
25.6公里，设计时速120公里，建设9
座车站（仁和北站、八字桥站、下渚湖
站、地信小镇站、莫干山高新区站、千
秋广场站、体育中心站、浙工大站、德
清高铁站），在仁和南站接驳杭州地铁
10号线，项目计划2026年建成。

在建轨道交通项目正精彩

市轨道交通中心负责人 陈纯志：

我们都知道，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战略，不仅是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途径，更是完善我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的
关键步骤。湖州，正是这一宏大战略中的
新兴支点。

湖州，这座位于长三角“一核五圈”几
何中心的城市，扮演着上海大都市圈西翼门
户的角色，也是长三角一体化西部通道的中
心节点。可以说，湖州是长三角的桥梁和纽
带，是区域交流与合作的关键节点。《长江
三角洲地区交通运输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规
划》也已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强化湖州等区
域性综合交通枢纽的带动作用。

作为长三角地区27个中心城市之一，湖
州充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与生态优势，
坚定地以主力担当、主角姿态，全身心地融
入和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湖州的发展不
仅仅是对自身的完善和提升，更是对整个长
三角地区发展的加持和推动。

展望未来，湖州正围绕区域空间、产业
结构和城镇化布局进行深入的思考和规划。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轨道上的湖州”建设
将引领湖州逐渐转变为枢纽门户城市。这一
转变，不仅将重塑湖州的枢纽功能定位，更
会带来湖州城市定位的全面提升，为整个长
三角地区带来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互联互通。

总之，湖州轨道交通对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的意义重大。它不仅为湖州带来了新的发
展机遇，也为整个长三角地区的发展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湖州将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大舞台
上，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专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