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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彩莉 徐旻昊

土方开挖、支护结构施工……日前，记者
来到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南京北站项目施
工现场，看到各工序正紧锣密鼓地进行。

南京北站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
网主通道——北沿江高铁规划最大的枢纽
客站之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
发展的重要枢纽节点。根据规划和初步设
计方案，南京北站总建筑面积 69.21 万平方
米，车站采用“3 场 16 台 30 线”的布局，其
中，高铁场 5台 9线引入沿江高铁；城际场 6
台 12 线引入宁淮、宁滁蚌城际及上元门过
江通道；普速场 5 台 9 线引入京沪、宁启铁
路，整体具备全向发车能力，最高集聚人数
13500人。

“目前南京北站桩基施工基本完成，国
铁站房、南北广场区域及地下快速路区域
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预计今年 6 月，
北广场结构封顶，中部地铁区域将进入主
体结构施工阶段，10月地铁结构封顶，整体
工程转向地上结构施工阶段。”上海铁路局
集团公司南京枢纽指挥部工程管理部副主
任王虎告诉记者。

据了解，南京北站枢纽建设将进一步完
善南京铁路枢纽布局，并加快沪渝蓉高铁上
海至南京至合肥段建设进度，对于打造“轨道
上的长三角”、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提升南京都市圈中心城市辐射能力、支撑国
家级江北新区建设等具有重要意义。

“从区域辐射上看，南京北站依托北沿
江高铁串联中西部 6省 1市，南京至合肥行
程时长缩至 35分钟，重构‘半日经济圈’，同
步规划 14.4平方公里枢纽经济区，预计集聚
10万人口，驱动江北产城融合，与南京南站
形成‘双核驱动’城市新格局。”王虎说，未
来，南京北站将通过“交通+产业+功能”三重

级深化区域协同，更好助力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

与此同时，位于长江下游的江苏省南通
市海门区，另一项世界级工程——海太长江
隧道施工正火热推进。

海太长江隧道位于苏通长江大桥下游，
北起南通海门区，南至苏州太仓市，采用双
向六车道高速公路设计标准，设计时速 100
公里，隧道全长 11.185 公里，其中隧道盾构
段长 9315米。

“这个项目是 2022年开工建设的，2025
年 4 月，最大开挖直径达 16 米的国产超大
直径盾构机‘江海号’顺利始发，标志着隧
道建设正式开始穿江作业。”中铁十四局海
太长江隧道项目部总工程师游少强说，截

至目前，他们已经掘进 257 环（每环 2 米），
总掘进长度已达 514 米，项目计划于 2028
年基本建成。

隧道建成后将有效疏解苏通长江大
桥交通压力，实现南通与苏南、上海“1 小
时经济圈”高效互通，对贯彻落实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
家战略，优化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布局，推
动沿江城市群跨江融合发展具有重大意
义。

日臻完善的交通网络拉近了长三角居
民的心理距离，缩短了长三角产业参与全球
供应链的时空距离。未来，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将进一步向纵深推进。

据《安徽日报》

构筑立体交通网

长三角一体化跑出“加速度”

近日，2025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
谈会会前集中采访活动新闻通气会举行，通
报了 2024 年以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成果
成效。相关数据显示，2024 年，长三角地区
国内生产总值突破 33 万亿元，占全国比重
达24.7%；今年一季度，长三角地区国内生产
总值占全国比重超过 25%。在国家现代化
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战略强劲活跃的增长极功能得以不
断巩固提升。

长三角地区，承东启西，连南接北，区
位优势，得天独厚。这里以全国约 4%的国
土面积，聚集了全国约 1/4 的“双一流”高
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1/3 的高新技术企业，1/2 的科创板上市公
司。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巩
固提升强劲活跃的增长极功能，对于我国
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意义重
大。8 年来，三省一市已连续实施 3 轮“三
年行动计划”，共计推出 702 项重点任务，前
两轮完成率均在 90%以上。2023 年 11 月，
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在上海
召开。当前，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
质量”两个关键，紧紧围绕“四个统筹”和

“五项任务”，推动强劲活跃的增长极功能
全面落地，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稳定器”

“主引擎”作用不断凸显。
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

作用，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三省一市的深切寄
望，更是明确要求。去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
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持续深入推进长三角
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指
出“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推动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完
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构建跨行政区合作
发展新机制”。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
全局。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
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区域
肩负着“增长极、动力源、试验田”的责任担
当。

上海和长三角区域不仅能够提供优质
产品，还可以提供高水平科技供给，支撑全
国高质量发展。聚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
产力，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
是题中应有之义。“上海光源”和“合肥光源”
强强联合，共建第四代大科学装置“合肥先
进光源”，探路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新能
源汽车形成“4小时产业圈”，每12分钟下线
一台“全长三角造”机器人，类似的产业协同
创新，如今在长三角地区比比皆是。依托
G60 科创走廊等协同创新通道，长三角地区
正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
己手中。

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便利共享，在交通出

行、旅游观光、文化体验等方面率先实现“同
城待遇”。加快完善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
打破地区分割和行政壁垒，是关键所在。作
为长三角硬件联通和机制协同取得新突破
的标志性事件，去年年底，沪苏湖高铁开通
运营，环沪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成立，“轨
道上的长三角”率先成为现实。截至 2024
年，长三角地区曾列入行动计划的 17 条断
头路已打通 16 条；高铁通车里程从 2018 年
的 4150 公里快速拓展至近 8000 公里；医保
异地结算惠及4600万人次，众多首创性改革
不胜枚举。

积极推进高层次协同开放，打造双循环
战略枢纽，是切中要害之举。在切实加强生
态环境共保联治方面，《区域绿道贯通标准》
成为国内首部跨省域绿道建设标准，《促进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高质量
发展条例》首次提出“跨区域许可互认”制
度。此外，在加快提升区域市场一体化水
平、有力拓展城市合作广度深度、着力提升
安全发展能力等方面，也已形成大量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
“十五五”规划谋篇之年。长三角地区三省
一市应聚焦重点、谋早谋实，不断巩固提升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强劲活跃的增长极
功能，推动一体化发展行稳致远。

据《光明日报》

紧扣两个关键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马小强

□张毕荣

6月 1日起，《苏州市城市更新
条例》正式施行。据悉，《苏州市城
市更新条例》明确了城市更新的范
围和要求，鼓励物业权利人自主更
新，改善生产生活环境。在规划和
计划方面，要求建立健全城市体
检、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
项目库和年度实施计划、项目实施
等城市更新工作制度体系。在保
障措施方面，《苏州市城市更新条
例》明确，要加强资金、税收、金融
支持，完善土地供应和土地价款确
定。

针对低效产业用地更新，《苏
州市城市更新条例》明确鼓励自主
成片更新，鼓励土地用途混合布
置，允许节余土地分割转让，给予
土地价款优惠。《苏州市城市更新

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鼓励在同
一地块内混合布置工业、仓储、研
发、办公、商业、服务业等用途互利
的功能。第三十六条规定，涉及低
效工业用地的城市更新项目，在符
合国土空间详细规划、不改变土地
用途的前提下，增加容积率和增建
结建式地下空间不增收土地价款。

在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方面，
《苏州市城市更新条例》鼓励设施
更新，推动在历史城区、历史文化
街区、历史地段内合理增设公共开
放空间，加大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设施供给。同时鼓励历史建
筑更新，在不影响历史文化核心价
值且满足结构、消防安全等要求的
基础上，依法可以通过加建、改建、
增设设施等方式，适应现代生产生
活需要。

据《扬子晚报》

苏州出台新政
鼓励历史建筑更新

□曹丽珍

6 月 2 日，美团旅行发布 2025
“端午”假期消费洞察报告，展现端
午假期带来的独特消费魅力——在

“龙舟经济”和“亲子经济”的双重
推动下，人们出游趣味性需求大
增，有效拉动各地吃喝玩乐消费市
场。值得一提的是，在“端午”十大
文旅热门城市榜单中，南京位居榜
首。

湖中龙舟飞驰，选手挥桨击
水，水花与观众呐喊交织；梁洲金
陵盆景园并蒂莲静待花开，引得
游客驻足；端午诗会以诗为媒，尽
显文化韵味……这个端午佳节，南
京玄武湖公园内精彩纷呈的节庆
活动，吸引众多国内外游客前往打
卡。

“现场和那么多人一起近距离
欣赏龙舟竞渡的激烈比拼，太精彩
了，我和孩子们不停为队伍加油，
嗓子都快喊哑了。”端午节当天，从
安徽来宁旅行的蔡女士一家四口
全程观看了紧张刺激的玄武湖龙
舟赛。比赛结束后，蔡女士仍和家
人坐在玄武湖畔，意犹未尽。

不仅是江苏南京，端午假期，
新疆、广东、贵州等地的龙舟活动
也盛况空前。龙舟文化还带动了
地方美食走入更多游客视野。美

团数据显示，在国内文旅热门城市
方面，南京、成都和北京列“端午”
十大文旅热门城市前三，其后依次
是西安、重庆、上海、广州、长沙、杭
州、郑州等地。在这些上榜城市
中，水上乐园、动植物园、民俗人
文、博物馆等景区景点和文博场馆
的消费热度高涨。

今年端午假期正逢“六一”国
际儿童节，围绕亲子主题的餐饮消
费、玩乐消费也十分火热。美团数
据显示，端午假期前两天，全国各
地儿童餐、两大一小套餐订单量明
显增长，“儿童乐园游乐场”“户外
儿童乐园”团购订单量较上周增长
30%；儿童节当天，亲子游乐订单量
同比增长近 35%，“亲子写真”“亲
子DIY手工”“亲子采摘”等新玩法
也较平时周末增长了 45%。

“今年端午假期趣味性趋势明
显，这其实是深度旅游的一种体
现。”美团旅行相关负责人表示，随
着玩得深入多元，人们也更加青睐
文旅消费一站式体验。今年端午
假期，商户借助平台会员、套餐等
数字化工具串联吃喝玩乐多场景
流量，打造“住宿+景点”“美食+手
作”等新供给，进一步激发需求的
同时，也为各地带来了直接的消费
增量。

据《金陵晚报》

“端午”十大文旅热门城市出炉

南京位列榜首

□朱晓颖

“白粽蘸糖才是沪苏浙老饕最爱
的温柔暴击，吃完保证‘甜咸党’都
沉默”……土风潮味馅料比拼、天南
海北咸甜口味之争风云再起。今年
端午节前后，长三角粽食渐渐褪去
过度包装、舍弃“爆改”内馅，回归
节日食本位。无论是线下商超，还
是社交平台，朴素白米粽、低卡路里
粽被年轻人加入好物清单。

端午时节，粽叶飘香。南京的
大街小巷中，传统鲜肉粽、蛋黄粽、
豆沙粽、蜜枣粽最获人心。在盒马
等新零售店面，包装馅料“做减法”
的青稞、黄米、红米等低糖杂粮粽，
羊肚菌、香菇、杏鲍菇低脂粽被摆放
在居中位置。

从扬州小脚粽、南京四角粽，到
浙江嘉兴粽、金华火腿粽，过去“一
叶包万物”的繁华喧嚣，逐渐回归为

“一叶包己悦”的理性。以往高油
脂、重口味的经典粽子，以低盐、低
糖、少油的面貌重现江湖，绿色、健
康、轻肠胃负担成为端午粽子的新
标签。

黄米粽、藜麦粽、糙米粽、燕麦
粽、山药粽受到年轻人青睐。叮咚
买菜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低 GI
（升糖指数）成为不少年轻人选购粽
子的参考标准、搜索热词，低 GI 咸
蛋黄肉粽、低GI鲍汁五花肉粽等热
销。

“低GI粽子走红，是健康饮食潮
流与传统节日文化碰撞的结果。”在
江苏省餐饮行业协会的专家看来，
老饕们关于中华美食“内核”口味碰
撞的辩论从未停止。从春日青团、
端午粽子，到中秋月饼、春节元宵，
传统节日食品也将朝着健康化、营
养化方向发展。

据中新社

从馅料“爆改”到“做减法”

长三角端午粽回归食本位

南京北站模型沙盘

乘客们在等待高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