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网完善 道路更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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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 5 月，常州市公
交公司成立。早期公交线路和
班次稀少，从常州市区到武进
的乡镇需要辗转数小时。20世
纪 80 年代初，武进县汽车运
输公司和武进公交公司成立。
2006 年，武进的农村公交客
运业务全部移交常州公交集团
公司，实现公交客运城乡一体
化。2007 年，开通 12 条省市
际客运班线和 66条市际班线，
投入客运车辆 72 辆，同时发
展农村客运。

一年又一年，公交车从有
人售票到无人售票，从投币、
刷卡到支持二维码支付，从燃
油车变成新能源车，从线路稀
少到公交、地铁各种线路在城
市延展……如今，购票乘车的

选择越来越多样，市民出行也
越来越便捷、舒适。

2023 年 9 月 28 日，随着
G7799 次列车缓缓驶出武进
站，沪宁沿江高铁正式通车。
沪宁沿江高铁设计时速 350公
里，穿起多个全国百强县区，
“轨道上的长三角”再添大动
脉，武进正式迈入“高铁时
代”。与沪武高速同向并肩的
沪宁沿江高铁，承东启西，让
武进一举融入南京、上海“半
小时经济圈”。越来越多的人
即使身处异地，也能体验“同
城化”的生活，还能任性地来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每周一，科朗光电科技
（常州） 有限公司运营副总经
理韦龙春都会从上海乘坐高

铁，在武进站下车，前往位于
武进国家高新区的办公室，
每周五又坐车回上海的住所。
武进站投运前，他和同事往
返两地，需从常州站、常州北
站乘坐高铁，单趟行程耗时
两小时多。如今，不用跨越大
半个城市，出了公司就能乘
高铁直达上海，单趟可节约
一小时。

路网在延伸，城市在生
长。如今，四通八达的综合立
体交通网，让市民出行更便利
的同时，也为人才流动、城乡
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的活力，有
力支撑和引领了城市能级快速
提升。在城市更新中，武进正
迸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驱车行驶在青洋快速路，
路面平坦，标志标线醒目。从
武进主城区出发，通过这条快
速路，半小时就可抵达 30多公
里以外的雪堰镇，在太湖之滨
享受休闲度假的乐趣。

曾任区交通局局长的退休
干部蒋惊雷，对武进的公路了
如指掌。他说，自己 2007 年
退休时，武进交通已经十分发
达，“三千座桥木换铁、两千
里路黄变黑”，现代化路网已
初具规模。

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
武进公路建设一日千里，城市路
网等级不断提升，道路面貌也大
变样，让这位吃了一辈子“交通
饭”的老交通人在自驾前往太湖
湾时“大开眼界”。“高架立交
纵横交错，通往无锡、宜兴等不
同方向，于半空中架起通途，让
城市交通能级跃升。”

车到太湖湾，眼前的环湖
路一改 10 多年前的旧貌，
“当年我曾在现场督办的农村
小道，如今一路绿树成荫，繁

花似锦。”感慨于城市交通巨
变，蒋惊雷写下一篇散文记录
这趟旅途。

如今的武进，境内高速公
路“三纵四横”、干线公路“五
纵五横”，县道、乡村道管养质
量多年保持全省前列。去年，交
通运输部网站公示的 2022年度
“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名单
中，我区位列其中。一条条公
路，串联起村镇、民居，更串联
起了风景、产业，为城乡发展铺
就了幸福之路。

上世纪 60 年代，群众出
行“基本靠走”。狭窄的砂石路
上没有什么汽车，起风时黄沙
滚滚。市民张志军回忆：“小
时候去 5公里外的亲戚家，要
走上一个多小时，感觉好远好
远。”
那时，自行车多为配给，

是凭票购买的稀罕物。如果谁
家有了一辆自行车，定会吸引
无数羡慕的目光。张志军说：
“有人骑车经过打个铃，半条街
的人都出门看。”1980年，父
母为考取高中的张志军买了一
辆常州本地生产的“金狮”牌
自行车，这辆自行车成为他上
学的代步工具，也成为家人走
亲访友、赶集载物的好帮手。
骑车去 5公里外的集市，大约
需要半小时。

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
人买上了自行车。早晚上下班
时，公路上自行车鱼贯而行，
一路铃声笑语。据武进县公安
局年检登记：1983年全县领证
自行车有 24万辆，到 1985年
增至 47万辆。

很快，摩托车、小轿车等
新型交通工具逐渐成为人们的
“新宠”。21世纪，不少家庭拥
有了私家车。2003年，张志军
买了第一辆小轿车，“以前感
觉那么远的 5公里，开车只需
要 10 分钟左右，距离好像变
近了。”2017年，张志军的女
儿也考取了驾照，家里买了第
二辆车。“节假日我们一家人
经常开车出去游玩，一天内就
能在周边城市之间往返，感觉
特别好。”

□ 王鼎新 朱亮理 记者 黄鑫

西太湖低空经济示范区项目总投资 2000 万元，总规划面积约 2.3 万平方米，涵盖西太湖低空
观光区、临湖文商旅融合区、元宇宙国潮区和新能源露营体验区四大功能区域。项目融合自然生
态与先进技术，结合自然景观与人文资源优势，丰富“低空 +”应用场景，推动低空经济从“小
众体验”迈向“大众消费”。图为示范区的直升机营地。 徐晶玮 摄

选择多元 公共交通大变迁

座驾升级 出行更便利

连点成线、织线成网，放眼望去，不同形态的交
通网络图交织出一派“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景
象。武进的城乡交通经历沧桑巨变，从最初的简陋不
便，到如今的四通八达、高效便捷，深刻映照出城乡
发展“加速度”。

本报讯 （记者 吴梦婷）
近日，在雪堰镇周桥村，记者看
到前戴浜雪堰段已基本完成整
治，水流通畅、岸绿景美的河道
流经桃林与稻田，景色宜人。今
年以来，流经该镇周桥村、绣衣
村和无锡市惠山区、滨湖区的前
戴浜，正在跨界河道联合河长制
推进中悄然蝶变。
据悉，前戴浜全长 5.25 公

里。其中，一段长约 1.4公里的
东西向河道位于无锡市与雪堰镇
边界。原先，河岸两侧以自然土
坡为主，岸坡存在水土流失现
象，河道淤积也很严重，生态功
能随之退化。
“为加强跨界河湖综合治理，

雪堰镇提出前戴浜综合整治构
想，多次携手无锡市惠山区、滨
湖区相关部门赴现场踏勘，共商
联合治理事宜。在本年度雪堰、

胡埭、阳山、马山四地河长制座
谈交流会上，大家表态将围绕前
戴浜等重点跨界河道分步实施整
治措施，联合开展节点建设、清
淤清障等相关工作。”区水利综
合管理服务中心雪堰分中心副主
任吴云涛介绍。今年，雪堰镇率
先开展前戴浜综合整治，对河道
岸坡进行清杂，开展河道清淤，
并推进绿化种植和湿地建设等，
目前相关工程已经接近尾声。

联合河长制，是紧扣高质量
发展推出的河湖治理新举措，旨
在通过创新“加法”，实现制度
“乘法”效果。自 2021年雪堰镇
与无锡市相关区域联合制定联合
河长制工作机制以来，两地共有
6条镇村跨界河道被纳入联合长
效管护范围。双方明确各自责任
主体，协同共治，共建共享，打
通了跨界河道长效管护的“最后
一米”。下一步，双方将继续创
新探索建立跨界河流部门和区域
联防联控机制，推进交界地区跨
界河流管护与治理，努力实现跨
行政区流域管护机制的新突破。

雪堰镇：
精心治理跨界河道 共护水畅河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