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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城际铁路实行月票制、京雄城际铁
路开通运营、京哈高铁全线贯通……高铁
逐步连点成网，京津冀 1 小时交通圈已初具
规模，让空间上的“一体化”悄然变成时间
上的“同城化”。

在 京 津 冀 区 域 内 高 铁 逐 步 成 网 的 同
时，普速铁路也在快速发展。

为盘活区域内既有铁路线路资源，铁
路 部 门 打 通 河 北 省 邯 郸 、邢 台 、衡 水 、沧
州、唐山、承德、保定、定州 8 个地市级城
市与北京、天津和省会石家庄之间的地理
阻隔，以石家庄、邯郸为支点，开行 4 对环
绕京津冀的普速环形列车，大环形列车单
程运行最长距离达 2898 公里；小环形列车
由 衡 水 始 发 ，经 停 天 津 、唐 山 到 达 秦 皇

岛；由邯郸始发经停石家庄、北京西到达
张家口。

环形普速列车的开通，不仅实现了京津
冀区域内主要地市级城市之间的有效串
联，也为目前尚未开通高铁线路区域的地
市级城市民众提供了就近通过北京、天津和
石家庄一次性换乘高铁的良好出行体验。

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铁路部门
不断完善路网结构，打造互联互通、便捷高
效的交通网络。目前，北京、石家庄、天津、
廊坊、沧州等城市间开行了朝夕通勤早晚
动车组。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赵春雷介绍，“十四五”期间，将进
一步发挥铁路运输骨干作用，统筹推进高铁

与普速、客运与货运建设，加快北京丰台站、
京滨城际、京唐城际等重点项目建设。

记者了解到，北京丰台站目前已经全
面进入到结构封顶的冲刺阶段，为装修施
工全面展开创造条件，确保今年底具备开
通条件。京唐铁路北京段范围内桩基施工
已 经 完 成 95% ，承 台 完 成 75% ，墩 柱 完 成
65%。正在加紧跨京哈铁路特大桥承台、墩
柱及现浇梁、连续梁、路基等工程的施工建
设。北京段架梁计划于 2021 年底前完成。

京唐铁路设计最高时速 350 公里。预
计北京城市副中心站到达唐山站最快仅需
要 39 分钟，北京至唐山城际通道打通后，

“轨道上的京津冀”高铁路网会进一步完
善，区域交通更加便利。

京津冀核心区加快跑进1小时交通圈
本报记者 孙宏阳

继高速断头路清零后，弯弯

绕绕的跨省小路，在京津冀区域

间也正被一条条通衢大道所替

代。今年年底，市民从西南六环

就可上京雄高速，1小时内抵达

雄安新区。

“十四五”开局之年，京津冀

交通一体化迎来新机遇、新挑

战。京雄高速、G109新线高速、

大兴国际机场北线西延、良常路

南延等多个重点建设项目加速

推进，京津冀核心区加快跑进 1
小时交通圈。在疫情防控常态

化下实现“开门红”，背后发力的

是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力度，以

及三地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

面沟通机制常态化。

当年立项当年开工成为常态

在北京西南方向，将再添一条连通京冀的高速通
道。去年底，京雄高速北京段开工建设，全长约 27公
里，起点位于京良路与五环立交北侧，先后跨越永定
河、地铁房山线、六环路，与京雄高速河北段相接。

“项目实现一季度‘开门红’，完成预计产值计划
的 110%，超额完成任务，首台、首墩、首梁的施工均比
预期提前一周以上，为年底六环至市界达到通车条件
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市交通委协同发展处处长赵阳
介绍，路真正修起来很快，难的是前期审批、征地拆迁
等工作。

放管服的理念，为京津冀重大工程提速。
京 雄 高 速 北 京 段 每 个 建 设 环 节 都 体 现 着 高

效。拿涉河施工手续来说，从京雄公司向市主管部
门递交相关资料到行政许可批复，仅用了 4 天时
间。得到批复后，市交通委协调施工进场事宜到现
场开工，只用了两天时间。高效的办公流程，使得全
线得以在最短时间内办理完成所有临时用地共计
664亩地的行政审批手续。

京雄高速还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PPP项目，
政府和社会资本占比49:51。近几年来，京礼高速兴延
段、大兴机场北线高速、G109新线高速、首都地区环线
高速，也都采用PPP模式引资，政府与社会资本方分配
风险、分担责任和分享利益，提高政府对整个社会的资
源管理效率。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以来，北京高速路建设
无论从速度、质量还是新技术的应用上都是空前的。”
赵阳感慨地说，“十二五”期间，北京只建成一条京昆高
速；“十三五”期间，建成了包括京礼、京台、京秦、大兴
机场高速在内的7条高速。在政策支持和投资模式的
助力下，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按下“快进键”，当年立项当
年开工、两年建成一条高速成为常态。

值得期待的是，新建承平高速，续建京雄、G109、
机场北线东西延，都将在“十四五”期间竣工通车。

通州区与北三县交通一体化发展规划中，有一条
重要的跨界道路——厂通路。

规划厂通路西起通州区通怀路与绿心路交叉路
口，东至市界接廊坊市大厂县厂通路，全长约 8公里，
其中北京段约 7 公里，河北段约 1 公里。设计时速 60
公里，规划设计双向四车道。该项目是城市副中心与
大厂县联系的重要通道之一，也是疏解非首都功能、城
市副中心功能对外辐射的重要支撑。

跨界道路，两地需要协商的问题也很棘手。为了
加快推动项目，市交通委主管领导多次带队赴河北。

“北京建设用地涉及基本农田，不可能再批出一块地建
设综合检查站。河北省很有担当，经过数次专题会、现
场会后，反复论证方案，初步确定检查站建设在河北。
这就解决了一个大‘瓶颈’问题。”赵阳告诉记者。

该项目还需要建设一座厂通桥，横跨北京、河
北。为了避免沟通上的麻烦，河北省交通部门主动
提出，跟北京选择同一家设计单位，确保两地建设步
伐一致。今年 3 月 3 日，市交通委与河北省交通运输
厅就厂通路京冀界确定了接线方案，将该工程向前推
进一大步。

加强京冀两地交通互联互通方面，力争今年开
工的西太路也具有重要意义。西太路北起房山区十
大路，南与首都地区环线(张涿高速)连接，全长约 6.5
公里，其中北京境内约 5.5 公里，河北境内 1 公里，河
北段新建收费站及互通立交。别看河北段只有一公
里，这一公里将彻底解决十渡拥堵的大问题，加强世
界地质公园十渡和野三坡之间联系，同时为房山深
山区增加一条新的应急抢险、生命救助安全通道。
为了这一公里，两地多次召开专家论证会，确保设计
方案符合沿线居民出行需求。

在促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进程中，北京
市交通部门牵头三地，已经形成了定期沟通、
联合决策的体制机制。

赵阳告诉记者，三省市的交通主管部门建
立了统筹协调机制，成立了京津冀三省市交通
一体化统筹协调小组，建立了联席会议制
度。充分利用国家、北京市、还有三省市交
通部门这种多层级的协调机制，共同研究区
域交通发展的战略规划政策，加快交通基础
设施的互连互通，及时统筹协调，确保项目如
期完工。

作为连接北京与雄安新区的重要干线公
路，良常路南延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70%，
计划今年年底前具备通车条件。良常路南延
将与河北省京白路合力打通G230一处重要断

点，形成一条衔接京冀的新公路联络线，进一
步优化路网结构、方便物流运输和百姓出行。
良常路南延北起琉璃河镇务滋村，南至京冀界
（南白村），与河北省涿州规划京白路相接，共
5.9公里。

今年年底，大兴国际机场北线高速西
延段计划完工，工程起点京开高速，终点京
冀涿州界，长 8.16 公里。作为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与京津冀交通体系连接的重要组成
部分，大兴国际机场北线高速公路东西延
工程对进一步完善机场周边“五纵两横”道
路交通路网结构，构建京津冀核心区 1 小时
交通圈，具有重要意义。

“十四五”期间，京津冀地区将织密一张
“四纵四横一环”交通网，搭建起依托各个方向

综合运输大通道的交通骨架。其中，“四纵”包
括京雄通道、京沪通道、沿海通道、京承—京广
通道；“四横”包括津雄保通道、京秦—京张通
道、石衡沧通道和秦承张通道；“一环”即首都
地区环线通道。

光有四通八达的道路还不够，行业标
准、执法行动也要统一“步伐”。赵阳介绍，
三地积极研究拓展交通标准一体化，加强
不同交通方式行业标准的衔接协同；加强
执法联动，促进区域执法协同；完善京津
冀治超法规政策定期会商机制，京津冀三
省市共享严重违法失信超限超载运输行为
和相关责任主体名单，并实施联合惩戒；深
化京津冀交通应急合作，提高区域交通联动
应急能力。

程世东（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城市交通中心主任）

敞开大门齐心解决瓶颈问题

“四纵四横一环”搭建交通骨架

轨道交通网将越织越密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7年来，交通一体化成为率先突破的重点领域，对于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基础支撑和引领作用。在高
速路方面，最突出的成绩就是实现区域间断头路、瓶颈路的打通，这也解决了三地之间出行最迫切的问题，区域公路基础设施网络更
加完善。“轨道上的京津冀”越跑越快，高速铁路里程不断增加，京津城际延伸线、京张高铁、京雄城际先后建成通车，京哈高铁全线贯
通，京津冀地区“1小时交通圈”初具规模。

“十四五”开局，摆在北京交通部门面前的建设任务仍然艰巨。从根本上来说，三地在投资保障、工程安排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
工程推进中出现各种障碍在所难免。可喜的是，三地已经打破“一亩三分地”的固有思维，通过常态化的沟通协调机制解决瓶颈问题，
推动建设速度。未来，还要逐步建立一种利益协调机制，根据项目收益确定投资建设比例，更高效地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京雄高速北京段工地上，工人有序进行承台施工。（资料图）

京津冀打造京津冀打造““四纵四横一环四纵四横一环””交通网交通网，，首都地区环线通道是其中首都地区环线通道是其中““一环一环””。。

京唐铁路建成后，城市副中心到达唐山最快只需39分钟。（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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