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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月20日，地铁江阴外滩
站。

这是S1线试乘首日，站内摩肩接
踵，人头攒动，蜂拥程度丝毫不逊色
于上海、北京，外滩站单日客流突破
10万人次。昔日清寂的江阴外滩顿
时人流潮涌，竞看大江东去，市民们
未曾想到，从高楼林立的三阳广场到
长江边只需55分钟。试乘犹如冬天
里的一把火，把无锡轨道交通暖得热
火朝天，人气爆旺，一趟趟列车呼啸
而来，疾风而去，在锡澄大地勾勒出
一幅当代梁溪汇江图。

一
千年回望，无锡这座国家历史名

城，在发展中呼唤时代的节奏。2002
年底，无锡组建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小
组，去南京、上海等地调研，拉开了无
锡地铁规划的序幕。2003年3月起，
无锡向全球广撒英雄帖，邀请了英、
美、日、法等6家国际知名的轨道交通
规划设计单位，参加线网规划设计单
位的竞选，5个月进行了两轮筛选，最
终，日本中央复建工程咨询株式会社
胜出，被选定为无锡轨道交通规划编
制设计单位。这家公司在无锡线网
规划中制订了地铁发展的总方向，对
无锡城市轨道交通的诞生与壮大具
有启蒙之效和导引之功。

加快地铁建设，2005年12月，无
锡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领导小组（指
挥部）正式成立，领导小组下设办公
室，简称轨道办。铁道部第四勘察设
计院对前期规划进行了深化设计，以
更贴合无锡交通实际。2007年4月，

《无锡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近期建设
规划》正式上报建设部。次月，国家
层面在锡召开无锡市城市轨道交通
建设规划专家咨询会，顺利通过专家
咨询。此后，无锡又做了多方面工
作，在奥运会期间也是马不停蹄全力
争取，政府和各部门上下协力，同频
共振。为了城市交通的转型提升，回
应数百万无锡人民的期盼，一群地铁
建设的“拓荒牛”默默耕耘。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2008年11
月28日，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了《无
锡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
划》，无锡成为国内第17个获得地铁
建设资格的城市。从此，这座3000年
历史的江南古城迈向轨道交通时代。

二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2009年11

月 7 日上午，地铁 1 号线开工。地铁
建设是无锡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
长、涉及面最广的市政建设工程，是
优化城乡空间布局、缓解主城区交通
压力、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保
障。而三阳广场站是至今为止所有
地铁站建设中，体量最大、出口最多、
技术最复杂的单站工程。

十月围城。市中心是无锡商业的
核心区，承载着几代人关于最无锡的
记忆，也寄托着未来美好的期冀。地
铁时代的呼啸瞬至，将使这里脱胎换
骨，昔日的老城厢，在飞转的车轮中萌
发出青春的风采。然而，愿景是甜蜜
的，过程是辛酸的，建设是苦涩的。

前期准备主要两个环节，一是管
线迁改，二是交通疏解。三阳广场站
周边密布着蜘蛛网般的各种管线，经
现场物探，有雨水管、污水管、电力
管、电信管、上水管、燃气管等数十种
地下管道。不同年代、不同走向、不
同产权单位，密密麻麻，进行彻底梳

理，经过不同阶段和
方式的迁改，有序排
列到站点上方、道路
下方。交通疏解与
市民出行息息相关，
经过反复论证，并做
了仿真模型，对主城
区路网的交通流向
反复做模拟，避免路
网堵塞。

基坑开挖中，三
阳广场站采取半盖
挖工法，即在开挖前
将工程区域中一半
的基坑位置上修个

“顶盖”，上面恢复公路交通，下面照
常进行施工。文明施工，“一模两
化”，经过10个月的艰辛努力，三阳广
场站如期建成，总建筑面积 6.2 万平
方米，地下三层，共有 27 个出入口。
7600平方米的负一层站厅区域，中间
由 16 根柱子支撑，组成梅花形状星
空，整体设计简单大方又富有现代特
色。三阳站相当于单体两线换乘，面
积比上海地铁人民广场站还要大，是
国内一次性建成的建筑体量最大的
地铁车站，相当于4个常规车站，犹如
一个巨大的地下宫殿。

2014 年 7 月 1 日，是一个载入无
锡史册的日子，这一天地铁1号线正
式通车。从立项到开工，再到竣工，6
个寒暑，24个车站，用去钢筋、钢板及
型钢38755吨，钢筋砼管片21万立方
米，商品砼196万立方米。大地之下，
用盾构机作笔，书写了一座城市的华
美篇章。

三
乘势而上。2号线呈东西走向，

西起梅园，东至安镇，与1号线共同构
成了无锡地铁“十字形”骨架，意在打
造城市东西、南北城轨交通大动脉。
启动2号线建设有利于优化城市空间
和产业布局，迅速加强中心城区与蠡
湖新城、锡东新城的串联，在更大范
围改善市民出行条件，进一步推进城
乡一体化进程。

一般而言，地铁是在地下穿行，
人口密集的市中心肯定从地下走，但
到了郊外，考虑到工期、造价等因素，
就会走高架。2号线从庄桥站出来，
往无锡东站方向均走高架段，跨公
路、跨河流。其中难度最大的是高架
跨沪宁高速，当时采用主跨138米的
连续梁桥。先建后转，即先与沪宁高
速公路平行建造梁体，再转体与两侧
桥墩对接。那么，为什么桥梁不能直
接一次就位而要转体呢？

现场条件限制，下面是高速公
路，上面是地铁高架，沪宁高速是不
能停运的。那么，有什么办法既建地
铁高架桥又不影响沪宁高速正常通

行，最佳的办法就是在高速公路的外
侧先建好桥梁体，再两端采用转体的
方式，让它转身，两侧桥体成为一条
线，通过巨梁“牵手”合龙。重6400吨
的巨无霸在沪宁高速上方跳“空中芭
蕾”，实现“华丽转身”，在沪宁高速无
锡段的上方，横跨起一座长度138米
的高架箱梁。这个桥梁转体施工获
得江苏省城乡系统优秀设计一等
奖。至今，悬臂浇筑加转体施工大跨
度的，业界未见第二例。

地铁4号线，从走向上看，可以称
之为文旅线，全部为地下站，北起刘潭
站，止于博览中心站，由北往南，整个
线路呈半环状，如美人玉颈上的项链，
这样的线路设计，透露着轻松与舒适，
蕴含着浓浓的人文气息。但是，要打
造好这条美丽的项链却非易事。

下穿蠡湖，难度表现在“长、浅、
杂”。长，下穿蠡湖的长度在700米以
上，距离越长，盾构承受的水土压力
持续时间就越长，风险高。浅，隧道
底部于湖底的最小覆土地厚度为
7.28米，属于国内浅层长距离湖底盾
构隧道。越是浅，越容易出现土层破
裂渗水的危险。打个形象比喻，在湖
底盾构挖掘，相当于在鸡蛋壳上做雕
刻，稍有不慎，就会破壳出水。杂，这
段区间的盾构需要下穿金城路隧道、
高压燃气管，侧穿能源中心、蠡湖大
桥桩等既有建筑构物，还要穿越粉砂
层、淤泥层等。如果把东蠡湖和西蠡
湖比作城市的一双眼睛，那就相当于
在水汪汪的眼睛里施工，可不是像表
面划双眼皮那样简单，而是在眼眸深
处动手术，对安全、质量、环保等方面
的要求相当高。

地铁集团和施工方制定了详细
的盾构穿湖专项方案，邀请设计、地
勘、施工类等专家对施工及监测方案
评审。对盾构机进行改造，并设置三
道阀门避免涌水涌沙发生。在掘进
中实时监控，根据地质情况不断调整
施工参数，确保工程质量。地铁集团
成立党员突击队，24小时坚守现场，
观察情况。每天湖上，队员们划着小
船在水面上细察，巡查有无水泡冒
出，寻找异常的蛛丝马迹。两岸的游

人和行人，谁能知道
在平静的水底下，一
场穿湖地道战正在
如火如荼地进行。

四
“建一流地铁，

创运营典范。”地铁
建设者们在 15 年里
积极践行了这一理
念，1 号线荣获国家
优质工程奖，3 号线
获得鲁班奖和詹天
佑奖，其它获得扬子
杯奖等各类奖项多

个，用事实向广大市民交出了一份高
质量答卷。

这一过程中，由无锡地铁集团发
起的城际党建联盟发挥了积极作用，
特别是由地铁方、承建单位、所在街
道社区共同构成的“铁三角”，在推动
工程建设、服务市民群众方面发挥积
极作用。党建引领，在一条条新线建
设中，城际党建联盟助力文明城市建
设、推动社会治理、促进产业提升。
依托地铁城际党建联盟平台，地铁集
团积极与中国中车、中国中铁、中国
铁建等行业领军企业合作，引进了一
批国际国内尖端项目，培育了一批优
秀企业，形成了一批重点产业园区。

与市民尤为密切的是地铁运营，
地铁实施“安全舒适、便捷智慧、现代
时尚、惠民暖心、绿色低碳”的五型地
铁，倾心打造服务品牌。特别把安全
运营放在首位，地铁列车在夜里11点
左右停运，而此时正是安全检查的开
始，在零时至凌晨这段“天窗期”进行
巡检，测量、探伤、打磨等，巡检人员像
猫头鹰一样，昼伏夜出，在昏暗的地铁
隧道里，用一双双锐利的眼睛辨别蛛
丝马迹，确保白天列车行驶安全。

无锡地铁打造了8个爱心车站，
开展特色服务。三阳广场站专设“爱
心母婴休息室”，火车站乘客大多有
行李，地铁站推出“贴心手推车”。胜
利门站是集体婚礼的甜蜜基地，打造
成“幸福车站”。南禅寺站靠近朝阳
农贸市场，买菜的“老无锡”居多，将
这里构筑为“无锡话服务”站，人民医
院站设立“爱心服务区”，内设桌椅茶
水，还为前往儿童医院的小朋友备了
零食、玩具积木等。2号线的梅园开
原寺站打造“关护老人服务”站，无锡
东站打造“与高铁无缝对接”等特色
服务。

地铁时代的到来，不只是交通工
具的变化，更是客流、物流、商流的牵
引，地铁重点开发了胜利门站、南禅
寺站等地下商业街，人气爆旺。三阳
广场站至东林广场站区间，是全市最
长的地下商业街，形成了地下黄金商
业走廊，与地面商业形成互动，下车
即购，出站就买，极大便利市民消
费。地铁通到哪里，哪里就商业兴
旺，房价增值。与此同时，站城一体
化悄然崛起，以运河汇、医疗健康园
为代表的 TOD 项目，在城市更新中
闪亮登场。地铁从交通“大动脉”跃
升为城市发展的“强引擎”。

多元融合，“五线共建”。地铁6号
线一期工程暨无锡硕放机场配套设施
工程近期开工，加强老城区与太湖新
城双核联动。无锡至江阴的S1线已
经试运营，圆梦通江达湖。无锡至宜
兴的S2线也在紧锣密鼓进行，3号线
南延线将与苏州3号线接通，在长三
角战略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无锡这座
轨道上的城市愈加灿烂，春光无限。

｜ 包松林 文｜

地铁，驶向春天的列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