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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浩 本报通讯员 陈嘉卉

2013年7月1日，宁杭城际铁路正式通
车，镇江境内共7.6公里，设句容西站。

2019年3月，南沿江城际句容段正式开工，
预计2023年8月通车，句容段全长24.47公里。

2020年12月11日，连镇铁路正式通车，
镇江境内总里程约55公里，沿线经丹徒、镇江
新区、丹阳、京口、润州。

2021年12月28日，宁句城际轨道交通正
式开通，句容境内17.3公里，是江苏省开通的
第一条跨市域地铁线路。

……
十年间，镇江轨道交通发展高普并举、蹄疾

步稳，现有5条客运铁路、1条支正线，涉及我市
除扬中市外的7个市（区），26个乡镇（街道），拓
展了城市发展空间，构建了新发展格局。

十年间，镇江轨道交通实现了跨越式发
展，高铁里程快速增程，总里程达248.5公里，
在全省名列前茅；连镇铁路建成通车，构建了
镇江铁路“十字”枢纽，织成了“四横两纵”便捷
高效的铁路网，将长三角城市群联结得越来越
紧密，大大提升了镇江的区位优势，为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十年间，镇江轨道交通紧跟时代发展脉
搏，不断创新服务举措，提升管理效能，拓展轨
道交通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取得傲人成绩。

十年来，一代又一代铁路人踔厉奋发、笃
行不怠，用奉献与拼搏唱响了时代“最强音”，
谱写了镇江轨道交通蓬勃发展的“新乐章”。

城市建设、经济发展，交通要先
行。近年来，镇江铁路建设者用心
血和汗水绘就了镇江铁路的精彩画
卷——随着连镇铁路和五峰山大桥
全线通车，镇江实现了铁路跨越长
江纵贯南北的百年梦想。

连镇铁路镇江境内总里程约55
公里，横贯镇江5个市（区），其中正
线43公里、联络线12公里，新设大
港南站，改建丹徒站（镇江东站）。
值得一提的是，镇江境内的五峰山
大桥创造了“世界上首座高速铁路
悬索桥、中国首座铁路悬索桥”“世
界上公路铁路车道数最多、荷载重
量最大的铁路悬索桥”等 7 项世界
第一，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
造”的历史性跨越。

说起连镇铁路，市交通运输局
党委委员、市铁路办副主任李海军
感慨万千。他参与见证了连镇铁路
的建设与开通。“它的开通运行，进
一步促进镇江成为长三角城市群重
要的交通枢纽，让镇江在全国高铁
路网的功能地位有了突破性提升。

‘五峰山大桥’也成为古城镇江的一
张新名片。”

连镇铁路是镇江高铁“十”字枢
纽的重要一“竖”，东西向的沪宁铁

路与南北向的连镇铁路，两条国家
铁路大动脉在镇江交会，而连镇铁
路南延直通杭州，这里将形成标准
的铁路“十字枢纽”。“所以，连镇铁
路还被称为江苏‘脊梁骨’。”

追随着镇江轨道交通这十年的
发展足迹，可以发现轨道蓝图并非
一朝一夕绘就。近年来，面对“新苏
南”向“大苏南”的发展机遇，镇江优
化枢纽体系建设，立足“一城两翼三
带多片区”城市发展战略，拓展向南
发展空间，直面沪宁经济走廊，全面
融入沪宁都市发展轴。

铁路总里程336.4公里，涉铁乡
镇26个，开通运营7个站点，点多线
长、涉及面广……面对十年来镇江
轨道交通的发展，李海军的自豪之
情溢于言表。在他看来，镇江“四横
两纵”铁路网已成型，一张张新的城
市轨道交通蓝图跃然纸上。一座座
轨道交通的落地为我市加快打造全
方位对外开放发展新格局提供了新
活力，也为全市的经济发展注入新
动力，让发展的血脉更加畅通。

去年 12 月，我市地铁建设迎
来“春天”，省内首条跨市域的地
铁——宁句城际建成通车，句容人
在家门口坐地铁的梦想照进现实。

随着我市轨道交通建设的持续“加速”，铁
路安全监管责任重大。市铁办紧跟时代发展脉
搏，不断创新服务举措，取得傲人成绩。不仅建
立了政府层面的定期调度机制，将道口安全管
理和隐患整改纳入市安委会对各市（区）考核重
要内容，还进一步强化安全监管，及时排查隐
患，做到清单化管理、工程化推进、系统化整改，
加强与铁路方、执法部门联动，形成齐抓共管的
强大合力。

市交通运输局综合交通事业发展中心主任
石小武介绍道，去年以来，我市深入开展隐患大
排查活动，先后开展高铁、普铁 100 米范围及
500米范围内外部环境安全隐患整治、公铁立交
安全隐患整治、船舶碰撞桥梁隐患治理三年行
动“隐患排查”治理、南沿江铁路项目开展安全
大检查，整改率100%。

今年9月，我市在华东地区率先出台了铁路
沿线安全环境治理“双段长”制地方段长考核管
理办法，纵深推进铁路安全长效治理，打通铁路
沿线安全环境治理“最后一公里”。此外，不断
创新铁路科普模式，联合路地多方力量，打造了
全省首家铁路安全科普宣传基地，形成了一套
适合大中小学生特点的、切合地域特色的科普
新模式，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铁路安全科普新
品牌。

作为城市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近年来，我
市对老火车站的站房、广场以及相关设施进行
升级改造，满足市民出行需求的同时，进一步提
升镇江整体的城市品位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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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一头连着民
生，一头连着发展。十年间，镇江
到连云港路途耗时由4小时缩短为
2小时，镇江融入上海“一小时经济
圈”，镇江与扬州从隔江相望到跨
江整合，企业的发展也获得更加巨
大的空间……轨道交通成为镇江
内联外通的重要交通方式，给全市
的发展蓝图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不仅拉近了与周边城市的距离，还
拉近了市民的心理距离，群众的幸
福感随之提升。

1 小 时 内 ，是 家 与 单 位 的 距
离。10 月 8 日 7:30，国庆长假过后
上班的第一天早高峰，句容微雨，
拥挤的上班人流涌入宁句城际 S6
号线句容站。“现在我早上能多睡
半个小时，晚上还能参加同事聚
会，太开心了。”说起 S6 号线，家住
句容的殷先生难掩兴奋之情。地
铁开通前，他每天要做宁句巴士再
转地铁，才能到位于南京新街口的
工作单位，花费在路上的时间需要

2 个多小时，很是疲惫。“地铁通了
以后，方便多了。”

从无到有，宁句城际正悄然影
响着我市市民的工作和生活。据
统计，S6 号线句容 5 个站点每月有
50多万人次客流量，仅刚刚过去的
国庆长假的客流量就超过了 12 万
人次。

1小时内，是跨省市的旅程，是
回家更多的选择，是对未来生活的
新期待……自连镇铁路、宁杭城际
铁路、宁句城际通车后，在南北交通
枢纽线上，镇江成为人才、技术、信
息、资金等要素的汇集地之一，推动
实现南北经济的大交融，从而进一
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和空间，促
进全市产业快速发展。

随着备受瞩目的南沿江城际高
铁句容段项目快马加鞭地建设，镇
江句容市还将全面融入上海、南京、
合肥 1 小时交通圈，以及南京、扬
州、苏锡常 30 分钟交通圈，实现区
域链接、一体化协同发展。

创新举措抓落实
轨道发展结硕果

“镇江铁路安全教育基地”揭牌

南沿江城际句容段站房

宁句城际

〉〉

轨道交通“新名片”
激活发展新格局

〉〉

轨道交通相继开
美好蓝图变现实

〉〉

在李海军心里，党建工作抓实了就是生产
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为
了打破原有党建各自为政的旧格局，镇江铁路
靶向发力，不断扩大轨道交通“朋友圈”。

去年5月，全省铁路首个省市县三级铁路机
构党建联合体成立，构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
同发展的新格局，最大限度发挥联建党建的优
势，在围绕铁路中心工作和重难点任务中，融心、
融力、融智、融创。时隔一年多，镇江铁路行业路
地融合党建联盟成立，铁路建设、管理、运营、维
护、安全监管等32家单位和部门通过党建联盟开
启镇江铁路行业地方和铁路、党建和业务“两个
融合”的新格局，打破条块分割、隶属关系壁垒，
实现大联盟、大融合、大促进、大跨越，是新时期
行业党建的新探索、新实践。该举措也是我省铁
路系统行业党建工作的又一创新实践。

党建引领，汇聚镇江轨道交通事业发展的磅
礴力量，也指引着铁路人在未来征程中披荆斩
棘。“站在新的起跑线上，我市将加快形成‘四向八
线’高快速铁路网格局。”李海军介绍，下一步将加
大力度推进南沿江铁路建设，提升东西向沿江交
通走廊承载力；加速推进扬马铁路前期工作，尽
快打通与南京禄口机场轨道交通衔接，助推宁镇
扬同城化；加快推进连镇铁路南延前期工作，完善
江苏中轴通道，提升镇江与杭州、福州等方向联
系。加快补齐城际、市域（郊）铁路短板，推进宁镇
扬同城共建，启动宁句线延伸至茅山前期工作，
预控南京到镇江线，争取纳入相关规划，镇扬间
预控镇江到扬州线（金山过江通道）。

强根固魂促发展
跨市出行更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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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十年的轨道交通巨变，让镇江
的这张“新名片”不断迸发出新的发展动
力。随着未来我市更多城市轨道交通不
断向更广、更远处延伸，无疑将不断缩短
长三角地区人民的距离，精美镇江也势
必不断跑出加速度、进入新序列、打开新
格局。市外游客来镇逛“三山”、品“三
怪”，将变得轻而易举。

镇江铁路行业路地融合党建联盟正式启动

连镇铁路

五峰山大桥五峰山大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