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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方晨晔

12月28日，台州首条城市轨道交
通线路——台州市域铁路S1线（以下
简称“S1线”）迎来正式开通一周年，
成功实现运送旅客超千万人次。对于
家住温岭，在椒江上班的舒宁来说，这
一年来，她再也不用开车1小时，往返
温岭市区和椒江中心区块上下班，而
是坐上市域铁路，刷刷手机，处理下工
作，通勤体验不断提升。

这条拉近椒江、路桥、温岭三地“多
城生活”的轨道交通，改变的不仅是人
们的出行方式，更成了串联沿线资源，
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一条示范线路。

如今，对于“多中心组团式”的台

州而言，不仅通达南北走向的S1线穿
过隧道、驰上高架，跨越山海，在城市
之间盘旋蜿蜒，而且贯穿东西走向的
台州市域铁路 S2 线（以下简称“S2
线”）也成功拿到许可证，正开足马力，
冲刺“全线开工”。

对于“东西南北十字形”的台州轨
道时代，它正徐徐走来，令人憧憬。

增优出彩，提升服务
保障“满意度”

S1 线一期工程是国内首条采用
PPP模式落地的市域铁路项目，现交由
台州畅行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台州畅行轨道”）全线运营。
台州畅行轨道是浙江省首个央企、省级
国企、市级国企三方合作的市域铁路运
营管理公司，由中国中车旗下中车工程
技术公司、浙江交通集团旗下浙江轨道
集团以及台州市交投集团旗下台州轨
道公司共同组建，开启了浙江市场化运
营轨道交通项目的先河。

这一年，台州畅行轨道从无到有，
持续优化 S1线运营管理；这一路，扛
起台州首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路运营的
责任使命，谱写“畅达山海，一路同行”
的优美篇章。

12月 25日，在 S1线温岭城南车
辆段，信号检修员拿着仪器，一遍遍地
精细检修，对可能存在的隐患部位进
行重点检查。与此同时，S1线各车站
还统一配备了铁铲、推雪铲、融雪剂等
防寒物资，以提升应对响应速度，保障
通行效率。这是一年来，台州畅行轨道
筑牢S1线安全防线，为市民提供优质
出行服务的缩影。

夏季，S1线台州火车站、学院路、
恩泽医院、台州汽车南站、万昌路等地
下车站设立“夏季文明纳凉区”，精心
为市民配备休息桌椅，免费提供饮用
水、针线盒、手机充电等贴心服务；“双
考”期间，S1线设立“爱心助考服务
台”，为莘莘学子圆梦之路保驾护航；8
月，联合台州市图书馆全线15座站点
上线“和合 e书吧”，有百余册纸质图

书、10万余册电子书和有声书供乘客
借阅，为熙熙攘攘的车站增添书香；市
区举办演唱会期间，延长运营时间，增
加运行列次，全力护航乘客出行……

一年间，多项贴心、暖心的服务举
措陆续“上新”，S1线运营服务持续提
质升级。“我们以‘满足人民美好出行’
为宗旨，全力推进服务提升。接下来，
公司将以主题教育为指导，在运营管
理水平和队伍素质‘双提升’上继续努
力。”台州畅行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一路同行，最可爱的你们
“正青春”

S1线开通运营一年来，市民、乘
客，感受到了便捷与舒适，而这些体验
的背后，离不开一群坚守在各自岗位
上默默付出的普通人。其中有车站站
长、行车调度员、司机，还有安保、保
洁、维保工作人员等。如今，S1线全线
有 1000余名工作人员，忙碌在一线，
为市民的出行保驾护航。

15个车站、365天、20辆列车、公
里数从零到万……这是台州畅行轨道
乘务中心正线 90后司机张植峰的工
作笔记。

张植峰算得上S1线的“开荒者”。
如今，他已经在这条线路上安全驰骋
5万多公里。去年，张植峰正式加入S1
线列车司机队伍。如今，他调侃自己是

“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求索者”，更是
“安全、准点、舒适、快捷”服务宗旨的
践行者。

他说，S1线开通一周年，作为新
线的“开路先锋”深感荣幸，希望能够
与S1线一起成长，为台州轨道交通事
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样的“幕后英雄”还有朱知豪。
他是 S1线OCC控制中心的行车调度
员，是当天列车正常运转的重要指挥。

对于朱知豪而言，在岗期间，他时
刻监控线路列车运行情况是否正常，
同时对线路车站人员及列车司机反馈
的异常运营情况，迅速地作出判断，如

遇突发事件须及时采取相应的应急处
置措施。

S1线运营以来，他处理了数十起
应急情况，确保了线路运营平稳。他
说，自己重担在肩、任重道远。

地面上巡查正线地下往返 35.7
公里，高架往返 58.4公里，全线 6000
多个监测点，白天、夜间轮守值班，
若出现故障第一时间出动，快速响
应。“确保全年最好没有因为接触网
而造成列车延误，这是我们的工作
目标。”作为工电中心接触网专业工
班成员，李少雄从不懈怠，他希望通
过自己的工作保障列车运行动力不
间断。

和李少雄一样，在轨道线路检
修现场，有一群守护轨道线路健康
的“医生”，他们行走在列车轨道边，
钢轨、道岔、轨枕等都是他们的“保
健对象”。

如今 S1 线一周年初长成，他们
说，“今后要像保护自己的亲人一样，
为S1线保驾护航”。

从S1迈入S2，助力台州
打造高能级城市

伴随着S1线开通一周年，台州也
迎来了 S2线的正式开工。12月 4日，
S2线建设用地获得自然资源部批复，
标志着该项目取得了全面开工的前置
条件，工程进入实质性建设新阶段。

S2线位于黄岩北洋镇的110多亩
停车场用地，一口气交出 30亩土地；
S2线土建 1标快速进场，开展地面清
表、地基处理；S2线土建5标在椒江市
府大道与疏港大道交叉口处开展“一
条河”桥河道改移和交通疏解施工，为
正式开工做足准备；土建 2标、4标、5
标则加紧推进绿化、管道、桥梁拆复
建、隧道加固等工程，为地下盾构稳步
推进打好基础……

据悉，S2线起于黄岩区北洋镇，
终于台州湾新区方特乐园，涉及椒江
区、黄岩区、临海市、台州湾新区共11
个乡镇（街道）、46个村，用地规模达

1525.95亩，新增用地1272.57亩。
S2线通车后，线路将先后串联黄

岩、椒江、台州湾新区核心地段以及台
州站、台州西站两大综合交通枢纽，与
目前运营的 S1线形成“东进西扩、南
联北跨”的城市轨道交通骨干网络，对
推动我市三区两市融合、完善城市综
合交通体系、改善居民出行等具有重
要意义。

接下来，S2线将锚定“2024年一
季度完成投资额 7亿元”、“2024年全
年完成投资额 38亿元”目标，奋起直
追、大干快上，为台州轨道交通事业的
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以优异的成绩
迎接台州撤地设市三十周年。

“S1线的开通运营，让台州从‘公
路时代’拓展到‘轨道时代’。待 S2线
建成后，将构筑台州城市东西向公共
交通主轴线路。并通过加强轨道交通
对核心枢纽、重要组团的覆盖，支撑和
引领台州城市空间拓展。”台州市交通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
理洪卫周说。

市域铁路S1线开通一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000万

台州畅行轨道：用心用情服务市民美好出行

台州市域铁路台州市域铁路SS11线行驶过锦泰站附近高架线行驶过锦泰站附近高架。。

车站工作人员帮助乘客购票。

车站工作人员帮助坐轮椅乘客
进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