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一座城市自有其生命和成长的法则。上海也如此。

多年来，我一直试图寻找一个答案，即被人称作“魔
都”的上海，犹如世界六大城市群里的一个巨人，它如今
呈现于世的形貌、气质、精神等等，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我的探寻是从城市西南的松江起步的。 那里是上海
之根。 上海现今的繁荣发达与 1000多年前松江府前身
的华亭县繁盛富饶遥相呼应。历史上，松江曾担当地区的
门户和枢纽，带动了当时上海乃至江南的经济社会发展，

斗转星移， 今日松江又开启了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
要门户和交通枢纽的重要建设： 沪苏湖铁路上海段正在
紧锣密鼓地进行； 作为长三角地区综合交通枢纽重点工
程，以沪苏湖铁路在松江设站为契机，松江枢纽的雄姿也
徐徐勾勒出轮廓……这些意味着什么？一言以蔽之，松江
抢抓沪苏湖铁路建设的契机， 加快建设一个上海西南门
户的“四网融合”交通枢纽节点和一条面向长三角的“四
网融合”交通大通道。 它们的建成，将使松江城区有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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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江枢纽”的历史身影与今日梦想
一座千年城区蝶变的源与流

丁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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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火璀璨的 G60科创云廊夜景 （摄影： 姜辉辉）

茛未来 “城市客厅” 的一角———松江枢纽效果图

松江，坐落于上海西南。 它的神奇和卓
绝， 一方面在于连着长三角古文明脉络和
上海这一城市巨人的根脉， 另一方面又体
现在与新时期上海建设全球卓越城市的脉
搏同频。

我无数次漫游松江，也犹如阅读松江。

它有读不尽的故事和乐趣。 每每经过广富
林文化遗址、唐代经幢、宋代方塔、漕运仓
城、云间第一楼、袜子弄、通波塘、清真寺、

佘山教堂等等， 宛若面对一个个睿智的时
光老人，牵引我探寻沧海桑田之变幻，那里
有上海最早且活跃的文化基因， 在历史发
展的血管里奔腾不息。 走过千年的松江，在
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大棋局上，又
因今天的“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和“松江
枢纽”激发出积极蓬勃的青春活力，促使全
球卓绝城市散发出古今交相辉映的璀璨光
芒和伟岸自信。

读懂上海，无法不从松江说起；读懂松
江，方能知晓生生不息的上海！

史上的繁盛之地
和畅达枢纽

时代的车轮飞速转动。作为人流、物流
集散的重要动脉， 水陆交通在松江地区从
无到有，从简单到繁盛，经历了天翻地覆的
变化，从摇摇晃晃的货船到“哐锵哐锵”的
绿皮车，再到风驰电掣的动车高铁，松江交
通动脉的发展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悠悠千
年的城市历史。

松江流行一首民谣，名叫《府城记忆》。

歌里唱道：

漫步松江府城/?经幢宋方塔总是遥
相对望/仿佛延续着穿越时空的深情告白/

通波塘连着黄浦江/那是我的梦里故乡/那
里有烟雨江南的诗与画/漫步松江府城/那
条袜子弄不长也不大/传说中的绣娘织女
名声远扬/邱家湾的尽头有教堂/一条小巷
记录着世间浮华/那是诗人笔下浪漫的雨
巷/漫步松江府城/华亭府云间风历经世代
传扬/我们未曾停下奔跑的脚步/迎着太阳
追逐梦想……

歌词如梦似幻，引领人们穿越时光，神
游历史深处的崧泽文化， 千年前唐代的华
亭县城，元代的府城，明清时代大名鼎鼎的
漕运中心仓城……历经古代数朝及近现代
百年，整个上海，似乎唯有松江地区，叠印
着伟大城市历经千年兴衰荣辱最为深厚且
丰富的身影。

回溯远古松江， 先民早就孕育了崧泽
文化。松江历史文化遗址里发现的商、周时
代遗物，表明松江土地上先民征战洪荒、建
立部落和家庭的足迹，可能在 6000 年前已
经存在， 水稻种植也可以推溯到 5000 年
前。 而根据考古发掘，距今 4000 年的“广富
林文化遗存” 里发现有河南东部人群迁徙
松江的证据， 说明彼时黄河文明与长江文
明已经发生碰撞与融合； 广富林遗址出土
的建筑材料和青铜工具， 引人遥想东周至
汉代已存在相当规模的先民聚落。

春秋时期，松江地区隶属于吴国。后来
吴国与越国频频发生战争， 因战败而使松
江地区一度归属越国版图。战国中期，楚国
灭越，松江地区又改属楚国。 之后，松江地
区又历经秦朝、汉朝等历代统治。笔者从浩
瀚的历史烟云里查知， 孙权掌权的三国时
代，松江地区大兴农耕，遂成为江南地区重
要的产粮区。 东吴至西晋时期，更见繁荣，

公元 219 年， 一个名叫陆逊的人以破荆州
关羽立功，被封为华亭侯，“华亭”二字开始
在史志露面，松江一带最早就叫“华亭”。陆
逊的家族在早期松江地区属于声名显赫的
望族，在政治、经济上占重要地位，在文化
上也具有影响，譬如陆逊的两个孙子，一个
叫陆机，一个叫陆云，都是文学成就斐然的
西晋著名文学家。当历史转入南北朝，此时
郡、县建置频频更迭，无论如何变迁，松江
地区却日趋繁华，物资及人才在这里集散。

至唐朝中叶， 华亭成为上海地区首个建置
县，县治即设立在今天的松江地区，城中有
十字通衢。华亭设县导致行政地位加强，经
济、文化发展较快，一跃成为上海地区的商
贸重镇。 附近盛产的优质稻米源源不断地
从这里运往京城长安； 彼时渔业与农业一
样发达，随处可见的鱼市、鱼摊星罗棋布，

“卖鱼论斗”名传八方。 由于地处交通要塞
和重要门户， 松江地区活跃的商贸与繁荣
的经济，促使文化兴盛，佛教在松江一带盛
行， 大大小小寺庙和各类佛教建筑竞相兴
建，闻名遐迩的唐经幢，便是那个辉煌岁月
的见证，1000 多岁的它日夜不眠， 似乎一
直承担着护佑这一片土地上的百姓之责。

从唐朝跨入北宋， 当年的华亭更受瞩
目。据文献记载，那时华亭已拥有“近 10 万
户、20 余万人”，水陆交通交错，蛮商船贾
川流，为“东南第一大县”。它是全国粮食亩
产最高的地区，也是盐业、渔业兴盛之地，

酿酒业也非常发达， 松江商贸繁荣所带来
的财税之可观，与当年苏州可以媲美。那时
航运业也得以快速发展，华亭县青龙镇港，

是当年远近闻名的内外航运贸易的重要港
口，不但与国内各个海港通航，也与西亚的
阿拉伯各国的商船保持了贸易往来。 宋朝
末年，松江地区的农业、盐业、航运贸易业，

成为上海地区的经济支柱， 而经济繁荣带
来的文化发展， 今天的国家级文物方塔是
个象征； 而从两宋期间的科举考试上也可
窥豹之一斑：华亭县历年考中进士 148 人，

其中南宋为 110 人，内有状元 1 人。

元代初期，江南地区水灾频频，然而通
过水利治理， 松江地区依旧是政府重要财
源之地。 那时，华亭县先升为华亭府，后改
成松江府，管辖之地大大扩展。值得一提的
是，从海上运粮抵京，始于松江府时代。 航
运贸易为财政带来滚滚税收。元末，战争频
仍，至 1367 年，朱元璋派大将徐达、常遇春
率军攻占松江地区。 次年，定国号为洪武，

开启了明朝。

明朝时期的松江， 一度达到它前所未
有的鼎盛。文献记载，“松一郡耳，岁赋京师
至八十万……重以土产之饶，海错之异，木
棉、文绫，衣被天下，可谓富矣”。 彼时的松
江， 不仅盛产贡米， 也是全国棉纺织业中
心，手工业和商业也在此聚集勃兴，城中弄
巷数多至百余， 弹丸之地的松江地区是整
个明朝财政收入的重要之源， 徜徉今日的
永丰仓城，老桥老街老屋，似乎都会述说悠
悠岁月那一段百年风骚。之后清兵攻城，由
于大肆焚烧民房，一度使得经济大伤元气，

后渐渐恢复活力， 市面兴隆， 弄巷不断增
建。 光绪三十二年，苏浙铁路（即今日沪杭
铁路）动工兴建，两年时间不到，上海至枫
泾段建成通车， 松江成为上海最早拥有铁
路运输的区域；1909 年 7 月 28 日， 沪杭铁
路全线通车。 彼时的松江铁路也是上海由
封建社会通往现代社会的进步通道， 多少
货物、观念、生活方式随之由上海流向广袤
的内地……

前不久，我再度踏访松江，流连于古韵
四溢的仓城历史文化风貌区， 感叹其堪称
上海滩最早的城市道路。 仓城的 “十里长
街”是松江府城的活化石，而连通黄浦江的
松江通波塘边上，临水而行的袜子弄，令我
穿越时光隧道。 袜子弄宽约 10 米，长不足
300 米， 两旁耸立着百岁树木， 当天色渐
暗，它顿时形如魔幻森林。“笃笃”地漫步于
这条光影憧憧的古代小路上， 情不自禁联
想到明代松江即有 “衣被天下”“买不尽松
江布，收不尽魏塘纱”之誉，似乎可闻当年
机杼声，可见各地商贾纷至沓来的情景，也
惊奇于促发松江资本主义萌芽的弱女子黄
道婆的非凡传奇……据介绍，直到 1949 年
前，袜子弄仍然“弄如其名”，小作坊及小店
铺鳞次栉比，每天送货领货的人川流不息。

现今的袜子弄早已不再卖袜了， 却继续沿
用旧名， 成为了承载松江当年作为全国棉
纺织业中心繁荣景象的一个无比鲜活生动
的遗存。

据传，1927 年，戴望舒有感于小弄的诗
意，在此创作了著名的《雨巷》。

我每次去松江， 还忍不住到松江二中
看看，其校园里矗立的古建筑一德院，呈典
型的清代风格。 松江二中的前身是乾隆年
间的“云间书院”，那里曾悬挂一块横匾，书
有“谯楼”二字，清道光年间，“谯楼”改称
“云间第一楼”。 相传，“云间第一楼” 的楼
基历史更为久远， 原是三国时东吴大将陆
逊的点将台。距松江二中不远，坐落在中山
东路东首，松东路的南面，有一条古时的盐
铁塘，与旧城河相连，此河因古代水上运铁
至郡城而命名。据记载，彼时米行、酒肆、货
栈、商行等沿河而建，全国各地的物资从四
面八方汇集于此， 又从这里流向江南乃至

全国腹地。到了清末，沪杭线铁路穿越松江
地区。 新中国建立后，1958 年新闵线铁路
建成，1975 年金山铁路支线和黄浦江公路
铁路两用大桥完工，1987 年沪杭铁路复线
工程动工并于 1991 年竣工通车 ，2010 年
10 月沪杭客运专线（俗称沪杭高铁）建成
通车……

这些无疑表明， 松江地区的社会经济
发展， 与不同时代构筑的交通动脉息息相
关。交通是城市巨人的动脉血管，也是战略
咽喉， 直接影响着一座城市的肌体活力和
发展动能。

弹指千百年，再看今天松江，它仍葆翩
翩少年之豪壮，永不停步之精神，与新动脉
的发掘和发展息息相关。 一条 G60 沪昆
高速和面向长三角腹地的“交通大通道”沪
苏湖铁路成了联系沪苏浙皖九座城市的新
动脉，使得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人才链
形成了互联和共振。

松江自古就是诗画江南里的鱼米之
乡，如今，汇聚一批活力四射、引领未来的
科创企业，又由“G60”伸展出系统性新枢纽
的规划和建设， 将使得中共上海市委书记
李强所要求的“一高地、三生态”建设得以
实现，而创造新的辉煌，则可谓书写了历史
新的一页。

梦想 ， 再次从
“G60”腾飞

从上海市中心到地处西南的松江腹
地，似乎在转眼间。

我们驱车去，不知不觉就奔驰在“G60”

高速公路上。 但如今的“G60”，不仅仅指代
一条由上海通往嘉兴、杭州，最终抵达昆明
的国家级高速公路，更意味一种新引擎、新
理念和新思想。这是近几年发生的事：无论
打开报纸电视，还是手机终端的社交媒体，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几个字都如春风扑
面，可谓“现象级热词”，裹挟着科创要素自
由流动的时代气息。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究竟是什么？

我曾问上海松江区委书记程向民。

程向民介绍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
松江时明确提出， 松江要大力发展先进制
造业，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动与长三
角周边城市的分工和合作， 不断提升产业
的能级和水平。 市委书记李强多次调研时

也强调，G60 科创走廊要坚持 “一高地、三
生态”建设。 松江区委、区政府深刻领会这
样的高瞻远瞩，我们认为：长三角 G60 科创
走廊，简而言之，就是一个生产要素流通的
大动脉， 更是服务于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
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平台。

而数次深入“G60 科创走廊 ”，我切身
感受到，这个平台，承载了上海乃至中国意
欲打造全球卓越城市及城市群的雄心，也
承载了新时期松江人追求幸福与荣光的梦
想。

近些年，松江秉持新发展理念，坚定地
朝着“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在先进制造业
上铆足了干劲。 原本是中国制造业重镇的
松江，十三五期间作为“长三角 G60 科创走
廊”的策源地，通过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优化要素供给，一步步将长三角先进
制造业推向了“高处”。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发轫之时，明
确一个功能定位，即以“科创”驱动制造业
脱胎换骨。为抓牢科创“牛鼻子”而不动摇，

松江在进行“五违四必”整治中，对高耗能、

低产出的落后制造业进行大幅度整改，关
停淘汰劣势及污染企业 1033 家。 在“破”的
过程中换得 10 平方公里的土地， 赢得了
“九科绿洲”的新生。 拆违拆旧，腾笼换鸟，

以及在制度、土地、人才等形成一股强劲的
科创动能，促使松江地区制造业升级迭代，

其经济发展连续五年保持持续正增长和高
质量增长之态势。 与此同时，当上海市委、

市政府明确将“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作为
优化营商环境的主要抓手， 松江的贯彻落
实既早又实，致力于建设一流的营商环境，

“店小二”精神如春风沐浴，让辖内企业感
受到前所未有的“舒畅”。 松江还坚持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导向，在打造一流营商
环境的过程中，对标世界先进水平，代表上
海接受世界银行相关测评并获好评。

今年年初，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全
球经济蒙上阴影。恰恰在这非常时期，松江
表现出“两手抓、两手硬、两手赢”的局面，

一批自主研发的先进产品，如可利霉素、呼
吸机以及用于援建武汉火神山医院的黏结
剂等等， 为全国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的科
技和装备的支撑。 其中，由“长三角 G60 科
创走廊” 松江相关企业自主研发设计、每
一分钟能产出一千片口罩的自动化机械成
为应对疫情的“先锋机”，年初以来订单如
雪片般飞来，热销全球。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所涉的沪苏浙

皖九座城市越来越显示出错位协同的能
力，譬如，保隆科技公司将总部设在松江，

同时在合肥打造生产基地；而正泰电气，作
为工业互联网企业，开启了“三城模式”，在
松江建设正泰启迪智电港， 在嘉兴布局电
气产业基地，在合肥设立设备制造基地，实
现产业链、价值链的最优配置。 松江与 G60

其他城市高频联动， 演绎出一出出 “双城
记”和“多城记”，在人才、信息、技术、资本
等创新要素流动方面格外通畅， 即便在疫
情期间，也能守住防控底线，又对海外装备
技术、人才进出等设置绿色通道，提升了区
域产业集群的全球竞争力。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在科技和产业
创新中勇做开路先锋，着力于打造新产业、

新技术、新应用、新生态，这方面，腾讯投资
450 亿元在松江建设长三角人工智能产业
基地， 可谓 “全球最大的超算单体项目”。

“这个项目包含两座世界顶级的科恩实验
室和优图实验室， 意味着 G60 科创走廊将
成为长三角乃至中国工业互联网产业的领
头雁。 ”程向民书记表示。

松江区科委主任赵宏卫介绍， 腾讯 AI

超算中心在松江拿地 236 亩，将建设 AI 超
算中心以及机器学习、 图像处理等工程计
算和科研计算的相关计算能力， 建设国际
一流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 以及高性能计
算开发中心和云计算服务中心， 夯实科技
底座。它将依托腾讯先进技术，从四个方面
把腾讯先进技术带到上海，带到长三角，比
一般项目节能 30%；建成的 AI 超算中心综
合体将有八栋相关超算中心的体量， 单体
一个超算中心能够拥有将近十万个 GPU

的算力； 引进网络安全方面的先进科恩实
验室，以及人工智能方面优图实验室，建立
先进的科技枢纽。 它还将引入腾讯先进技
术和传统产业进行结合， 特别是引进腾讯
相关生态伙伴，打造“1+1+N”的合作模式，

助力 G60 科创走廊九城市乃至长三角从数
字化到智能化、智慧化的转型，建成智慧、

高效、安全和便捷的智慧示范城市。

“领头雁”腾讯 AI 超算中心落户后，陆
续引来一批批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方
面的企业集聚，它们依托“G60 科创走廊”

这一平台，正在孵化更多与人工智能、大数
据、区块链相关的科技型企业，由此使得长
三角城市群科创企业的整体崛起， 一如旭
日东升。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发展规划确定
之初，松江便确定“6+X”产业发展定位，其

中智能制造、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三大产业
纳入了上海市产业“地图”，通过几年努力，

产业集群加速成型，集聚了一批前沿企业、

头部企业、上市公司、中小创新企业以及科
研成果转化平台等。 围绕先进制造业集群
发展， 松江一方面做好增量新项目的招商
引资，围绕产业链进行研判，对产业链上缺
失的一些环节和企业进行了聚焦招商，实
现了产业链的延伸和拉长。 另一方面是做
好存量项目盘活提升， 对存量优质企业的
转型提升，不断加大扶持力度。

在制度供给方面， 松江出台一系列政
策支持存量企业转型提升和增量新项目在
松江落户， 同时也鼓励企业加大现代化装
备的投资，出台了支持企业技改的政策等。

在项目落地方面，松江加强服务供给，建立
一支“店小二”代办服务员队伍，通过对“店
小二”进行综合培训，由“店小二”替企业跑
腿，加快了项目落地。 在日常服务方面，松
江建立区和镇两级联系服务企业的制度，

尤其在今年抗疫期间，对外资跨国总部、研
发中心、工业规模以上企业、科技创新中小
企业等进行了全覆盖调研走访， 帮助企业
协调防疫物资，做好复工复产指导服务。由
此， 松江走出了一条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
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以创新链产业
链的完整性对冲全球产业变局的不确定
性， 以制度供给的精准性对冲市场观望的
不确定性的创新之路。 今年 11 月 3 日，科
技部、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
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联合印发《长
三角 G60 科创走廊建设方案》，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成为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
的先进走廊， 科技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的
先试走廊，产城融合发展的先行走廊。

从“松江南站”迈
向“松江枢纽”

正当“G60 科创走廊”不断显现长三角
一体化高质量发展魅力之时，“松江枢纽”

的规划建设，犹如又一架强劲的引擎，令人
对全球卓越城市“走向”产生遐想。

上海意欲建设成为全球卓越城市，着力
于引领全国先进制造业发展，而松江是一个
举足轻重的科创重镇。有识之士看出了松江
战略要地的巨大潜力，明确指出，“松江新城

要发力，关键在交通格局”。 显然，松江身居
上海城的西南门户，是上海对接江浙以及长
三角腹地的桥头堡。欲使松江真正发挥桥头
堡作用 ， 重中之重 ， 还是有赖于交通体
系———这一城市的动脉血管。当城市动脉血
管充满活跃的细胞和动能，才能带动巨人身
上的其他器官或器官系统。

千载难逢的机会终于来了。 2009 年建
设的高铁松江南站，似乎小荷才露尖尖角，

让人看到偏于一隅的松江新城的辐射范
围， 有望通过新时期的铁路运输和高铁客
运向南部大大延伸。一座火车站+一座高铁
站， 激发了松江加速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
质量发展的梦想和豪情。 当沪苏湖铁路建
设立项并上马，人们渐渐看清了美妙图景：

松江规划了国家高铁网、轨交地铁网、有轨
电车网和地面公交网“四网融合”的交通体
系，奠定了上海西南交通门户的重要地位。

在上海市委十次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
共上海市委关于制定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
景目标的建议》中，已明确“强化‘松江枢
纽’面向长三角的交通枢纽衔接作用，进一
步增强服务长三角连通国际的枢纽功能”。

松江枢纽是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国
家战略和 G60 科创走廊的重要支点， 已写
入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发布的《长江三
角洲地区交通运输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规
划》， 作为上海卓越全球城市的城市级枢
纽， 是上海市西南方向服务全市域的重点
锚固节点， 可有效带动和激活松江新城南
部区域功能提升，形成功能多元、开放融合
的“城市客厅”。

6 月 5 日沪苏湖高铁上海段暨 9 台 23

线 “松江枢纽” 正式开工， 标志着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从“高速公路时代”向“高铁
时代” 迈出坚实步伐， 为打造新发展格局
“中心节点”和“战略链接”重要枢纽之一提
供了强有力的战略支点， 为充分激发人尽
其能的创造活力， 实现居住环境、 生态环
境、营商环境、发展环境的全面提升开辟了
新空间。在“松江枢纽”的加持下，松江将发
挥高铁时代“同城效应”，提升“一廊九城”

交通便捷度，全面增强“松江枢纽”辐射带
动九城市的节点功能， 推进 G60 九城市科
创要素集聚共享， 产业优化分工、 协调互
补，形成产业链比较优势，成为带动城市发
展的新增长点和增长极， 把松江打造成为
汇聚天下英才施展抱负、 实现理想的机遇
之城、梦想之城。

“新枢纽”伸展新
发展的翅膀

乘着“城市级交通枢纽”建设的东风，

松江这座上海西南门户的格局和面貌将获
得前所未有的“蝶变”：沪苏湖铁路接入松
江枢纽，除了既有的沪昆高铁，还将实施沪
昆铁路松江段改线，预留沪杭城际、铁路东
西联络线、嘉青松线等线路，沪嘉城际也将
接入……

继地铁后，市铁和城铁粉墨登场了。

2010 年沪昆高速铁路 （含沪杭段）开
通；2012 年， 上海轨道交通地铁 9 号线开
通；2024 年， 沪苏湖城际线开通；2025 年，

松江有轨电车 T4 线通车， 沪杭城际线开
通，沿海高速铁路（含沪甬段）也开通；2030

年，上海轨道交通的铁路东西联络线开通；

2030 年的同一年 ， 沪甬城际线开通 ；而
2035 年， 上海轨道交通的铁路嘉青松线开
通……

继四通八达的地铁建设之后， 市铁与
城铁，也将接踵而至闯进我们的生活，将来
人们的生活方式、 出游半径以及相关的思
想观念， 会因市铁、 城铁的崛起而发生大
变。

这些变化的源头，在于如下建设发展：

松江 “四网融合”的路网布局，愈发凸
显上海辐射长三角腹地的功能和魅力。 黄
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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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分析说， 沪苏湖铁路从松江往
西，穿过上海青浦和苏州吴江后进入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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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此形成一个长三角地区的快速通道。 还有
专家分析认为， 沪苏湖铁路建成后将打通
从上海深入长三角腹地的快速客运通道，

进一步完善了上海辐射长三角地区的铁路
网， 而沪苏湖铁路上， 松江枢纽是战略门
户，沪苏湖铁路将上海西部、江苏南部、浙
江北部串成一线，全线一共 7 站，上海境内
有“虹桥”和“松江南”两个站点，这是长三
角一体化国家战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代
表性项目， 将明显强化上海作为国际性综
合交通枢纽的衔接和辐射功能。

据了解， 转型升级后的松江枢纽规模
基本确定为 9 站台 23 线，为此将构建枢纽
快速集散系统，完善地面道路网络，增强公
共交通配套。除既有沪杭高铁 2 站台 4 线，

规划建设沪苏湖铁路外， 同时规划预留了
沪杭城际、铁路东西联络线、市域线嘉青松
金线等接入条件。基于这些建设，松江区交
通委主任许银章表示，“我们预测， 松江枢
纽未来年均客流规模约达 2000 万人次以
上，它将集结松江、金山、奉贤、闵行等地的
客流，通过松江枢纽向全国疏散。 ”与此同
时， 松江枢纽将远远打破人们对一个 “站
点”的既有想象，它将集国铁、城际、普速、

地铁、公交车、出租车、有轨电车、社会车辆
等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形成功能多元、开
放融合的“城市客厅”。

综合专家分析，“四网融合” 的综合交
通体系， 将以高效便捷的交通支撑城市发
展能级的提升。其中，最核心的是高速铁路
网，打通对外通道，深度融入长三角。 结合
2020 年 6 月 5 日沪苏湖铁路项目的开工建
设， 松江区同步推进松江高铁南站转型升
级和沪昆铁路松江段改线两大任务， 打造
9 站台 23 线规模、年客流量 2000 万人次的
“松江枢纽”。最受关注的还有轨交地铁网，

联通中心市区，分流高峰客流。目前松江境
内的客运交通大动脉轨交 9 号线已经满负
荷运载，客流量居全市前三，为此松江正在
向有关部门争取将新线路延伸项目纳入全
市轨交新一轮建设规划。同时，为了服务于
松江枢纽、南部新城等区域的发展所需，正
争取轨交 12 号线、23 号线等更多线路接入
松江境域。 最有创新意味的是中运量公交
网， 促进产城融合， 丰富了当地人出行选
择。 松江区有轨电车 1 号线、2 号线于 2019

年底全线开通，是全市的有轨电车示范线，

全长 31.2 公里、设 45 个车站、日均客流量
1.7 万人次、 最高日客流量 3.5 万人次，成
为许多上班族的出行首选。接下来，松江从

服务重大产业项目、 西部工业园区的角度
出发，对 T2 西延伸、T4 线（广富林路至荣
乐路段）开展方案初选研究。最亲民的则是
地面公交网， 优化线网配置， 提升乘客感
受。目前已建成启用金山铁路支线春申站、

车墩站和小昆山翔昆路公交枢纽， 推动公
交线路进一步向街镇延伸。聚焦大居、大学
城、度假区、新闵地区的公交出行需求，新
辟 20 余条公交线路。公交信息化水平持续
提升， 松江公交所有线路实现实时到站信
息查询，乘客可通过手机随时查询。

目前， 上海东西两边有两大世界级大
型交通枢纽，即“浦东”和“虹桥”，都是以
“机场+高铁”的组合模式。 随着《长江三角
洲地区交通运输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规
划》的布局和落实，地处上海北部的宝山和
地处上海西南部的松江， 已规划建设两个
城市级大型交通枢纽。 从效果图中可见，

“松江枢纽”的规模非常壮阔，未来可望成
为上海市境内仅次于虹桥站的第二大火车
站， 未来上海南站的一部分功能将由松江
枢纽来承担。不远的将来，从松江枢纽到浙
江嘉兴， 或到更远的若干城市， 都将成为
“长三角一小时交通圈”辐射范围。

程向民说：“交通建设， 始终是松江老
百姓非常关注的， 区委区政府也着力于系
统性、综合性地解决痛点问题。十三五期间
已经取得一些成就，有目共睹。但更多的还
处于在彻底解决的路途中。十四五期间，我
们将给松江人民一个比较满意的交通体
系。 其中，第一个‘大礼包’就是轨交 12 号
线延伸项目的启动， 后面还有一系列利好
……松江南站的名词属于历史了， 国家定
位、市委市政府的定位都是‘松江枢纽’。轨
道交通上的枢纽， 还有城际联络线与虹桥
枢纽的连接， 将使得松江新城在十四五规
划里的地位显著提升， 松江新城将建设成
为在长三角城市群中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
综合性枢纽型独立新城， 率先成为长三角
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开路先锋。

新松江，还有多
少被期待？

船儿弯弯向西南走， 去上海母亲河黄
浦江源头看看。 正在建设中的全球卓越城
市上海，既有外滩、陆家嘴、南京路、淮海路
的喧闹繁华，也有松江新城的“风景独好”。

这里婉姿优雅，水泽性灵，民众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如微风荡漾。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以及“松江枢
纽”的规划和发展，是松江乃至上海新时期
改革开放这部鸿篇巨制的重要章节。 它们
犹如被发掘的巨能引擎， 驱动了上海和长
三角的发展。

松江有关负责人热情地说， 欢迎全国
各地朋友都来松江看看，这里“远看青山绿

水，近看人文天地”，既有变“废坑”为 “金
坑”， 红遍世界的申根酒店， 还有满载 430

年匠心的叶榭软糕， 更有来自五湖四海乃
至世界各地的新松江人在这里实现智能
梦、电影梦、能源梦……

而我每次游逛松江， 总醉心于它的生
态美，人文美，乐不思归。

松江石湖荡，素有“黄浦江源头”的美
誉，坐落此处的松江四镇各具特色，新浜的
牡丹、荷花，泖港的菊花、五厍田园的采摘，

叶榭的羊肉、大米，石湖荡的大闸蟹、江南
第一松等，常常令人一游再游。那里的各种
风味小吃， 有着当地的原汁原味， 备受青
睐。还有几条旅游热线，譬如“工业制造+旅
游”的科创谷产品，有“美食赏味之旅”“科
技影视之旅”两条工业游线路，看点多多，

美轮美奂。“历史文化+旅游”的人文谷线路
中，松江广富林、佘山天文台是两个全国级
文保单位，有着迷人的“隐藏细节”；去仓城
历史文化风貌区， 看不尽明清的戏楼、宗
祠、禅院等老建筑，“文物保护单位”多达百
余；而唐代经幢、宋代方塔、元代清真寺、明
代照壁、清代醉白池等文物遗址，则演绎着
“唐宋元明清、从古看到今”的煌煌大观。松
江的“全球网红地”申根酒店———地处海拔
负 88 米、依深坑崖壁而建，被誉为“世界建
筑奇迹”，创造了全球人工海拔最低的酒店
世界纪录，节假日根本订不到客房。还有欢
乐谷、玛雅水公园、上海影视乐园、天马赛
车场、辰山植物园、月湖雕塑公园、蓝精灵
乐园等“开心地”，宜老宜少，春风十里。 自
1997 年规划的松江新城， 经过二十多年的
建设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规模由
最初的 21 平方公里拓展到 158.4 平方公
里；人口从 30 万增加到 110 万。 当地百姓
对城市功能、环境等认可度和满意度，位居
上海市前列。

上海， 是一个充满勃勃生机的城市巨
人。

而“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以及“松江
枢纽”的建设，强化了创新引擎功能、门户
枢纽功能、生态宜居功能，使得人们对未来
松江乃至上海产生更多期待。

在“十三五”奋力冲刺、“十四五”谋深
谋实之际，对于衔接“两个百年”奋斗目标
的五年规划，松江区委书记程向民表示，松
江要高水平编制“十四五”规划，要一张蓝
图干到底，而所谓一张蓝图，即坚持“科创、

人文、生态”卓越价值取向不动摇；要率先
建成长三角城市群中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
综合性枢纽型独立新城，增创“一廊一轴两
区三片”的空间发展优势，着力打造未来发
展战略空间和重要增长极。

回望历史，沧海茫茫；奋力向前，千年
松江胸怀愈发宽广，魅力与日俱增，它不断
以自己的脚步，成就大局的进步。或许因为
如此，许多人心目中，松江是镶嵌在“最江
南”广袤大地上的一颗明珠，也是一部耐人
阅读、有无数动人细节，催人奋进的“城市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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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富林文化遗址（摄影：宋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