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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颖斐） 6月 5日上午 9时，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重大项目沪苏湖铁路（上海段）暨松江枢纽

建设动员会举行。活动现场，与位于浙江湖州的沪苏

湖铁路开工仪式主会场进行视频连线。在浙江湖州主

会场，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宣布沪苏湖铁路开工。浙江

省委书记车俊、国家铁路集团总经理杨宇栋致辞。江

苏省委书记娄勤俭，安徽省委书记李锦斌，上海市委副

书记、代市长龚正，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吴政隆，安徽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国英出席。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

袁家军主持。

在上海分会场，副市长汤志平作沪苏湖铁路上海段

建设动员讲话。市交通委主任谢峰主持沪苏湖铁路（上

海段）暨松江枢纽建设动员会。松江区委书记程向民致

辞，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副总经理汤立新、市交通委副

主任于福林、申铁公司董事长蔡蔚分别介绍情况。松

江区委副书记、区长李谦，松江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唐海

东，松江区政协主席刘其龙，闵行区副区长汪向阳，青

浦区委常委、副区长姜爱锋，松江区委副书记肖文高，

松江区委常委、副区长于宁，虹桥管委会副主任陈伟

利，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王训国等参加。

汤志平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奋战在一线的广大铁路

建设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铁路事业

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汤志平指出，沪苏湖

铁路这个国家级重大项目建设，标志着国家中长期铁路

网规划中“八纵八横”主通道及连接线建设取得重要进

展。建成后，将进一步促进上海与华中及长江中下游南

翼、皖南浙北等区域快速联通，对强化上海辐射功能、提

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促进

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进一

步强化铁路对拓展区域发展空间的支撑作用，推动本市

干线铁路和城际铁路、市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融合发

展。要统筹抓好铁路沿线地区规划建设管理，进一步增

强重点区域整体转型动能，提升城市经济密度，提高综

合开发水平。要坚持质量为本、安全第一，对标国际最

高标准、最高水平，着力打造铁路精品工程，确保经得起

历史和时间的检验。本市有关部门要与各参建单位通

力协作，沿线地区政府和群众全力支持，为沪苏湖铁路

高质量建设和运营创造良好环境。沪苏湖铁路上海段

建设时间紧、任务重，希望广大工程建设管理人员以此

次会议为新的起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力以赴攻坚

克难，确保圆满完成建设任务，为上海加快建设“五个中

心”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推动长三角区域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再立新功、再

谱新篇。

程向民代表松江区委、区政府向莅临指导的各位

领导、嘉宾和媒体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向长期以来

关心支持松江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

的感谢。程向民指出，沪苏湖高铁开工标志着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从高速公路时代向高铁时代迈出了坚实

的步伐，必将助力上海更好完成习近平总书记交给的

三项新的重大任务，必将为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增强

经济内生动力，进一步提升G60科创走廊长三角一体

化更高质量发展重要引擎的驱动力提供重要支撑。当

前，松江正加快推进以松江枢纽为核心的“四网融合”

综合交通体系建设，这是关乎松江长远发展的百年大

计。根据上海 2035城市总体规划，9台 23线的松江枢

纽将接入沪昆高铁、沪苏湖高铁、沪昆普速铁路等国家

骨干线路，年均客流量预计达 2000万人次，将成为仅

次于虹桥站的第二大客运火车站，成为国家“八纵八

横”高铁网重要节点。在市委、市政府和相关市级部门

的关心支持下，轨道交通网加快布局建设，12号线西延

伸项目规划建设工作加快推进，得到人民群众积极拥

护。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松江区委、区政府

将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强的使命担当、更实的工作作

风，坚决扛起属地责任，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全力配

合中国铁路总公司、上海铁路枢纽建设指挥部等相关

单位，加快沪苏湖铁路上海段建设工作。

汤立新代表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向长期关心支持上

海铁路建设发展的市委、市政府，向区委、区政府、相关委

办及广大群众表示衷心的感谢，向沪苏湖铁路上海段的

全体建设者表示诚挚的问候。项目的开工奏响了一曲长

三角区域一体化共同发展的新交响曲，也为加快沪苏湖

铁路上海段工程建设指明了方向，增添了动力。建设好

沪苏湖铁路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使命光荣。公司要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六稳”“六保”要求，履行“交通

强国、铁路先行”的使命，按照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

署，努力把沪苏湖铁路建成精品工程、安全工程、人民满

意工程，为推动上海推进“五个中心”建设，助力上海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于福林介绍了沪苏湖铁路上海段工程情况。据介

绍，沪苏湖铁路线路东起上海虹桥站，西至湖州市湖州

站，途经上海市闵行区、松江区、青浦区，江苏省苏州市，

浙江省湖州市，线路全长163.8公里，其中上海市境内线

路长64.8公里，设上海虹桥站、松江南站2座车站。工

程铁路等级为高速铁路，设计速度目标值为 350公里/
小时。规划远景客车118对/日。工程实施将促进区域

铁路网布局更加完善，使上海与江苏、浙江城市的联系

更加便捷，进一步提升沿线虹桥交通枢纽及长三角 60
科创走廊、松江新城等重点区域的铁路服务能力，进一

步强化对长三角地区的区域聚集辐射功能。

蔡蔚代表上海申铁投资有限公司表示，将切实履

行企业职责，坚决完成上海境内沪苏湖铁路工程建设

重要投资任务，高质量做好保障工作，确保工程按计划

节点顺利推进。申铁公司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紧紧依靠沿线各级地方政府及各有关单位，勇于

担当，主动作为，积极投身于长三角一体化综合交通协

同建设，为上海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再立新功、再谱新篇。

李强宣布沪苏湖铁路开工 车俊杨宇栋致辞 娄勤俭李锦斌龚正吴政隆李国英出席 袁家军主持

沪苏湖铁路联合开工，松江枢纽建设动员会举行

松江枢纽将成为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
发展和G60科创走廊重要支点和引擎
汤志平作沪苏湖铁路上海段暨松江枢纽建设动员讲话 谢峰主持 程向民致辞 李谦唐海东刘其龙肖文高等出席

6月5日，大雨滂沱，但挡不住沪苏湖铁路上海段开

工和松江枢纽建设发出的号令，这标志着长三角区域

协同建设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迈出重要一步，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发展将“驶”进新时代，松江人民企盼已久

的梦想即将成为现实。

沪苏湖铁路上海段以及松江枢纽的建设是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重要

指示的重大举措。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

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12月1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

要》。实现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必须提升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水平，增强一体化发展的支撑保障。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交通必须先行。《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

规划纲要》提出协同建设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共建轨

道上的长三角。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
发展“驶”进新时代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记者 夏婷） 6月5日，以沪苏湖铁路在松

江设站为契机，松江枢纽建设动员会同步举行，建成后

将成为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和G60科

创走廊建设的重要支点和引擎。

“打开了来往于上海的第三条高速铁路通道。借助

松江枢纽的上海西南大门，从上海往西，然后穿过长三

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的上海青浦和苏州吴江，进入

湖州，在湖州与商合杭铁路、宁杭高铁、湖杭高铁衔接，

在苏州吴江与通苏嘉甬铁路衔接，继而形成一个西部往

中部、东部地区的快速通道。在沪苏湖铁路上，松江枢

纽将会是最大的一个新建站。”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

限公司、上海铁路枢纽工程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高级

工程师黄春峰直言沪苏湖铁路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建成后将打通一条从上海深入长三角腹地的快速客运

通道，完善上海辐射长三角地区的铁路网。

沪苏湖铁路串联上海市西部、江苏省南部和浙江

省北部区域。全线 7站，在上海设有上海虹桥和松江

南 2站，是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最具代表性的项目。施工总工期预计为4年。

沪苏湖铁路开建，在松江，由原高铁松江南站升级

而成的松江枢纽规划方案已具雏形，即将由蓝图走向

现实。今年4月，松江枢纽被列入《长江三角洲地区交

通运输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规划》的综合交通枢纽重

点工程，以强化上海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衔接和辐射

功能。

目前，转型升级后的松江枢纽规模基本确定为 9
台 23线，将构建枢纽快速集散系统，完善地面道路网

络，增强公共交通配套。

松江枢纽为沪苏湖铁路上
规模最大新建项目

将成为联通上海深入长三角腹地的快速通道
预计未来年均客流2000万人次

沪苏湖铁路走向示意图松江枢纽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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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苏湖铁路点燃长三角
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