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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交通整治

关键词：轨道交通

轨道是城市的“腾飞路”。
2014年7月1日是无锡轨道交
通里程碑性的日子，无锡正式开
启崭新的“地铁时代”。早在地
铁1号线通车前的5天，《江南晚
报》就重磅出了地铁 1号线特
刊，记者提前探路，为市民探寻
线路上的24个车站及周边的好
去处，不少市民把这份特刊珍藏
至今。

地铁1号线开通首日，许多
市民带上《江南晚报》特刊按图
索骥，去体验地铁的同时，也顺
便“打卡”沿线的游玩地。次日，
《江南晚报》用两个整版记录了
地铁开通首日的“盛况”：来自全
市的地铁一线建设者、无锡好
人、新市民及市民等百名基层代
表成为首批试乘人员，见证了地
铁1号线试运营首发的难忘时
刻。当天，迎送乘客超 5万人
次，就连上海来锡出差的乘客也
感叹：“无锡地铁高大上！”

“地铁时代”改变着无锡人
的出行方式、生活方式。正如无
锡规划人士所说，无锡城市发展

“1.0时代”集中在以解放环路组
成的“龟背壳”内，而地铁1号线

则是无锡从运河时代走向太湖
时代的“2.0时代”，地铁1号线
连接新老城，核心站点串联了三
阳广场、南禅寺、太湖广场、市民
中心等主要商圈和重要的公共
中心，是带动城市人口流动的一
条主要通道。

建地铁就是建城市。十多
年来，我们见证并记录着无锡轨
道交通建设的每个重要时刻：
2014年12月28日，地铁2号线
主线工程建成通车，无锡在短短
半年后进入十字地铁网线时代，
成为中国首座一年内开通2条
地铁线路的地级市；2019年9月
28日，地铁1号线南延线开通运
营，在完善1号线作为无锡市交
通主轴线路作用的同时，打通了
无锡“南大门”；2020年10月28
日，地铁3号线一期正式通车，
一道道清新蓝将无锡西北、东南
串联起来，沿线有中央车站、硕
放机场、新区城际站等主要大型
枢纽；2021年12月17日，地铁4
号线一期开通，一抹靓丽紫在

“米”字形轨交网上画出一个“半
圆”，无锡市城市轨道交通网络
化运营格局正式成形。

目前，城市轨道交通迈入
“网络化”时代，已运营的4条线
路形成“放射+环形”骨架网，总
里程达111.19 公里，设有车站
80座、换乘站7座，“轨道上的城
市”让市民生活越来越便捷。
2021年11月25日，《江南晚报》
刊发无锡轨道交通第三期建设
规划获批这一重大喜讯。国家
发改委批复的三期规划包含了
地铁4号线二期、5号线、6号线
一期等 3个项目，总长 59.8 公
里。而就在几天前，备受关注的
地铁5号线、锡宜S2线开工，我
们也第一时间带来报道。随着
一条条地铁新线开工建设，无锡
在“十四五”期间将进入“五线同
建”的局面。

地铁织起的不只是“运输
网”，轨道交通巨变让无锡不断
迸发出新的发展动力，还重塑了
城市空间形态，为无锡发展打开
新格局。尤其是当下，以公共交
通为导向的TOD模式赋能城市
发展，实现“站城一体化”建设。
我们也将一如既往为您报道轨
道交通建设的进展，记录轨道上
锡城的精彩故事。 （蔡佳）

“轨道上的城市”越来越便捷

交通文明，是反映一座城市
文明程度和市民素养的重要窗
口。《江南晚报》创办以来，长期坚
持把交通秩序整治作为舆论监督
抓手，为百姓的出行安全、方便鼓
与呼。

1994年春节过后，我们以“两
会”代表委员在参会时的亲身体
会为“由头”，掀起了一场声势浩
大的“出租车整治”系列报道。这
次报道称得上厚积薄发：20世纪
90年代初，出租车也开始进入普
通人的日常生活。但行业管理严
重滞后，无良经营者横行霸道，出
租车市场混乱无序。新闻媒体上
虽不断有投诉曝光，但始终有“心
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经过编
委会反复、长期的谋划，报社记者
几乎悉数出击，对涉及出租车运
营的所有方面一一扫描，搜罗诸
种弊端根源，并抓住“两会”刚刚
闭幕的时机启动报道。在1个多
月的时间里，连续发表10余篇各
个角度的文章，同时配以评论和
权威人士的深度分析，重要报道
多次推上头版头条。如此高密
度、大篇幅、连续性的监督批评报
道，在无锡新闻史堪称“史无前
例”。在一段时间里，引得当地其
他新闻媒体同步跟进，在社会上
造成了整治出租车市场时不我待

的气氛。最终，由市政府出手协
调，责成有关部门痛下狠手，出台
相关政策，从此结束了无锡出租
车不打表的历史，出租车市场进
入有序发展的新阶段。这一系列
报道以强大的影响力，获得了
1994年度全国晚报好新闻二等
奖，成为《江南晚报》早期舆论监
督报道的经典案例。

城市交通事关民生和城市形
象，交通秩序规范管理和综合整
治工作影响市民每次出行的幸福
感。随着人口增长、城市道路拓
展，《江南晚报》紧跟时代的步伐，
不断拓展此类报道的维度。每年
春运，职能部门集中查处客车违
法行为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典型
案例进行报道，提醒大家注意驾
驶和乘车安全。本报还根据时代
的发展，分析解剖新问题，反映交
通管理上出现的新动向。2020年
1月5日的《“阵痛”过后有奔头，

“小飞龙”司机再就业》，是对前一
年无锡开展“小飞龙”专项整治的
回顾，以实实在在的实例，总结了
无锡整合全市之力，以“整治+疏
导”的方式，在一年时间里彻底与
上万辆违法载客“小飞龙”说再见
的成就；2020年 9月18日的《无
锡“治超风暴”清剿“百吨王”》，是
对运管部门在全省首创全链条管

理模式，对大货车超限超载进行
严查的深度报道；2021年6月3日
的《解决停车难，无锡这么做》，反
映共享单车这种新型交通工具在
无锡全面铺开后，给城市秩序和
管理带来的新问题以及城管部门
的应对之策。

交通方式在变化，城市文明
在发展，我们会追随着时代的脉
搏，以永远在路上的精神，记录变
革的点点滴滴，为市民出行更加
人性化而努力。

（汪自力）

结束出租车不打表的历史

交通整治。

地铁4号线“阿紫”。

出租车违法违规经营专项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