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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何 赛文 市铁路办供图

——市发改委市发改委、、市铁路办铁路建设工作纪事市铁路办铁路建设工作纪事

全面实施全面实施““33333333””项目项目 奋力书写时代新篇奋力书写时代新篇

8月15日，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开始静态验收，标志着项目正式进入竣工验收阶段。这也意味着，台州融入全

省“1小时交通圈”的时代即将来临。

2021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开局起步之年，也是台州市铁路建设发展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

今年以来，市发改委、市铁路办紧盯“全力打造长三角南翼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总体目标，全面实施“3333”铁路项目推进行动，努力

实现台州“十四五”铁路建设发展的良好开局。

“杭台高铁、金台铁路、台州市郊铁路3个项目保开通，台州南智慧陆港新区项目、杭温高铁、温玉铁路3个项目促建设，头门港

支线二期、玉环至乐清铁路、金台城际铁路3个项目盯前期，甬台温高铁、大麦屿支线项目、台州市郊铁路二期3个项目谋长远。”市

铁办相关负责人对台州铁路发展充满信心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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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工程 幸福“加码”

今年下半年以来，台州铁路项目进展势如破竹。一个个好
消息的传来，为开创铁路纪元书写了一个个生动的注脚。

——6月 25日，金台铁路通车仪式在金台铁路台州西站
举行。

复兴号“绿巨人”跨越山海，穿隧过江。除了能满足沿线居
民便利出行的需求外，金台铁路也为乘客送上了旖旎的台州
风光。

作为一条客货兼运的铁路，金台铁路在台州境内经过仙
居、临海、椒江、黄岩、路桥5个县（市、区），最后客货线分别接入
台州西站、台州南站，并经头门港支线进入台州湾经济技术开
发区。

“便民铁路穿‘家门口’过，带来的是新一轮的发展契机。”
黄岩橘农王小发兴奋地表示，外地游客也可方便前来采摘橘子
了，到时候就不愁销量了。

——8月11日，作为万众期待的民生工程，台州市郊铁路正
式通车。

“以后仙居、临海、黄岩之间出行就方便多啦！”台州市郊铁
路通车第一天，不少市民就纷纷赶来打卡体验。

“头门港没去过，今天坐火车到头门港去，现在汽车还是火
车方便！”9位老人组团前来，坐上市郊列车，他们连连夸赞，“就
像出去旅游一样，车里宽敞也舒适”。

在黄岩从事模具工作的仙居小伙王明则感慨，市郊铁路圆
了自己的思家之情，“黄岩出发12分钟到临海，半小时到仙居，
下班后还来得及回去吃晚饭。”

作为台州市首条开通运营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台州市郊
铁路填补了市轨道交通的空白，满足市民多样化出行需求。

市铁路办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台州市郊铁路项目开行两条
线路，共5个站点，分别为台州西站—临海南站—仙居南站、临
海南站—杜桥站—头门港站，全程票价分别为14元、13元。

此外，市郊铁路运营的“和合号”列车，最多能载 918个客
人，可单列运行，也可以重联为 8编组运行，车厢内实现Wifi全
覆盖。

下阶段，围绕保障台州首条轨道交通安全运营目标要求，
该项目将对接宁波车务段、金温公司密切监测分析客流变化，
优化运力配置、做好客流引导服务；对接地方政府积极提供班
次、客流量等到达信息，组织公交等运输保障，便利乘客顺畅换
乘；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健全安全生产、疫情防控责任体系，确
保项目运输安全。

如今，俯瞰台州高空，市郊铁路“和合号”穿过绿色的麦田、
摩登的高楼大厦、热闹的工厂，一路呼啸穿梭在城郊之间，进一
步打通了台州的区域融合。

——预计今年年底，杭台高铁将正式开通，台州将迈入省
域“1小时交通圈”时代。

8月15日，杭台高铁开始静态验收，这次验收阶段的第一次
“大考”成绩，将直接影响高铁项目进程。顺利的话，11月将进行
运行试验，今年年底前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为全力打通融入全省“1小时交通圈”的战略通道，今年以
来，市发改委、市铁路办组建工作专班推进杭台高铁保开通工
作，推动投资、建设、政策处理等工作一直走在全线前列。

截至8月底，路基、桥梁、铺轨等站前工程已全面完成，站后
四电工程完成96%，站房工程完成91%。

目前，我市着重加强铁路建设，提出建设四通八达的高速
铁路网。即依托杭台铁路、金台铁路及市郊铁路一期、甬台温铁
路、金台城际铁路等，形成台州主城区与各县（市、区）的市域 1
小时铁路交通圈，台州至杭州、宁波、金华、温州的省城及周边
地市 1小时铁路交通圈，台州至上海等长三角重要城市 2小时
铁路交通圈。

高铁逐步连点成网，市域半小时、杭台一小时交通圈已初
具规模，让空间上的“一体化”悄然变成时间上的“同城化”。一
条条铁路线，成为支撑起“流动台州”充满民生温度与发展活力
的强劲引擎。

红色引领 续写华章

8月 10日下午，温玉铁路委托建设
框架协议签约会在宁波召开，台州市铁
路办与沿海铁路浙江有限公司正式签订
温玉铁路委托建设框架协议，这标志着
温玉铁路取得突破性进展，驶入了建设
推进的快车道。

“温玉铁路是全国首条由地级市自
主牵头建设的高速铁路。”市铁办工作人
员感慨，项目前期历经多次铁路相关政
策调整，导致全线开工延后，温玉铁路项
目的委托代建推进并不容易。

在红色精神引领下，市发改委、市铁
路办不畏艰难险阻，积极赴铁路上海局
对接沟通委托运营、代建工作，逐步明确
同意接受委托代建代运营、同意地方先
行开展社会投资人招标、明确项目公司
为协议签订对象及沿海铁路浙江公司为
项目代建主体等相关内容。8月10日，终
于完成与沿海铁路浙江公司正式签订委
托代建框架协议，并重启项目站后四电、
站房等施工图审查工作。

接下来，围绕“力争11月份全面开工
建设，完成全年投资 15亿元”的目标任
务，市发改委、市铁路办将继续倒排计
划、挂图作战。

这是市发改委、市铁路办学党史，办
实事的生动实践之一。自从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以来，市铁路办党员干部们以铁
道游击队精神决胜新时代铁路项目建设

“战场”，建立“新时代铁路游击队”，开展
2021年铁路建设实施年活动，积极实施

“3333”铁路项目推进行动，克难攻坚、滚

动推进，全面加快台州市铁路建设发展。
“民心所向，铁路人不畏艰难，刻不

容缓。”市铁路办表示，台州铁路建设道
阻且长，今年他们将积极推动台州南智
慧陆港新区项目建设，致力于打造台州
首个“3.0版国家二级铁路物流基地”。

经专家的多次指导论证，该项目已
结合湖州、义乌等地的先进经验，深化完
善台州南场站设计方案，并通过铁路上
海局可研、初步设计技术方案审查。在市
发改委、市铁路办的积极推动下，路桥
区、省高速物流公司签订项目投资协议，
并促成双方就相关政策问题基本达成一
致意见，现已完成施工和监理单位招标，
同步开展全面征拆工作。

同时，全力推动杭温高铁建设，尽早
实现台州全域进入“高铁时代”梦想。今
年，市发改委、市铁路办紧盯杭温高铁进
展情况，积极协调政策处理相关工作，要
求项目公司形成“一周一报”工作机制。
截至 7 月底，仙居段完成红线内清表
96.3%、临时用地75.5%、坟墓迁移100%、
民房拆迁 100%、企业拆迁 100%、三线迁
改99.26%；完成年度累计投资6.19亿元，
完成开工累计投资15.25亿元。

下阶段，将持续推进政策处理工作，
基本完成仙居段红线内征迁工作，保障
项目无障碍施工，确保2024年竣工建成，
力争年底开通运营。

不久的未来，台州红色基因将顺着
鳞次栉比、纵横交错的铁道，驶往人心角
落，驶往全国各地，驶往发展前沿。

联通四方“驶”向未来

铁路，不光是缩短物理距离的媒介，
更是打开一座城市与周边区域资源连接
和合作的桥梁。

“正在前期推进的金台城际铁路，就
是打通浙江省区域内横向快速客运的通
道。”市发改委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目前，
该项目正在积极争取列入《浙江省中长
期铁路网规划》《长江三角洲地区交通运
输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规划》以及《长江
三角洲地区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划》。

接下来，将继续对接省发改委加快
推进项目前期工作，争取同意项目列入
国家综合交通规划、十四五铁路发展
规划。

而头门港支线二期项目已完成可研
报告编制、咨询，已通过上海铁路局评审
并出具审查意见，除资金来源落实情况
和接轨方案之外，其余各项可研前置专
题都已取得批复，同时已完成初步设计
报告编制，争取实现年内开工建设。

玉环至乐清铁路，因为打通温玉铁
路“断头路”的重要作用而获得众多关
注。据悉，该铁路规划线路自玉环站引

出，于玉环海山乡南侧跨乐清湾至温州
境内，于绅坊镇沿甬台温铁路通道南
侧，与既有乐清站合并设站。下一步，市
发改委、市铁路办将启动项目规划研究
工作，争取国家发改委、铁总将该项目
纳入温福高铁联络线项目统一实施
建设。

为打造“轨道上的台州”，我市还积
极谋划，在长三角交通一体化的发展蓝
图上再添上浓墨重彩的篇章：积极规划
甬台温高铁打通国家沿海高速铁路通
道、以大麦屿支线项目加快台州铁路专
用线毛细血管项目建设、台州市郊铁路
二期加快台州市轨道交通建设……

时代风云变化中，“北融宁波、南联
温州、西承金义、东接海上丝路”的铁路
布局正在逐渐丰满清晰。台州，正围绕

“全力打造长三角南翼综合交通枢纽城
市”的总体定位，进一步利用铁路通道实
现湾区和都市圈发展有效衔接，在全省
建设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的新一轮开
放发展中抢占先机，为长三角城市融合
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交通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