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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新闻“

人物简介

在南通“一主三副多组团”城市
新空间格局中，主城区规划一直备受
关注和重视。

秉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
市为人民”理念，按照“政府组织、
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科
学决策”的原则，我市加强规划研
究，发挥规划引领，开门纳智、高点
定位，不断释放潜力、提升内涵、塑
强特色，提升主城区的辐射力、承载
力、示范性和首位度。在昨天召开的
南通市主城区城市规划征询会上，专
家代表献计献策、凝智聚力，共同擘
画南通主城美好蓝图。

“在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
的过程中，南通城市空间统筹规划研
究基本同步编制。”上海市上规院城市
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规划四所所长沈璐
认为，从全球大循环的角度来看，南通
兼具对内和对外两个扇面的门户优
势；从国内国外双循环的角度来看，南
通具备“江海陆空”四维一体区位优势
和加快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优势；从都
市圈的角度来看，南通既是上海大都
市圈北翼门户城市、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的标杆城市，也是跨江融合的示范
区、长江口产业创新的协同示范区。

在南通城市空间统筹规划研究
中，沈璐建议南通以“江海交汇强支
点、灵山秀水文博城”为战略定位，
让生态网、交通网、创新网、服务网
和文化网紧紧耦合，构成一张空间统
筹生动蓝图。同时，建议市域空间结
构聚焦“一核·一带·一轴·一
圈”，着力构建空间要素多元的中央
活力核、需求潜力巨大的沿江科创发
展带、兼具长廊和门户功能的江海联
动开放轴以及新兴片区发展潜力圈。

当前，“南通好通”优势越发明

显，正成为城市发展新名片。2021年2
月发布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
要》中，南通被定位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
纽，并明确以上海为核心，南通联动苏
州、嘉兴打造“1+3”国际门户枢纽集
群；2035年，南通将建成全国性综合交
通枢纽；2050年，将全面建成国际性
门户交通枢纽。

南通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陈宁表
示，南通正抢抓战略机遇叠加的黄金
期，按照“打造畅联全国通达世界的现
代综合交通枢纽”的战略部署，加速推进
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构建“轨道上的南
通”“三环七射”高速公路以及“八龙过
江”通道的新局面。加快发展航空运输
业，推进南通新机场建设，打造“轨道上
的新机场”。同时，不断完善“水运南
通”体系，形成对外高效联通、对内有机
衔接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

去年1月，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正式启动，南通滨江是其中的重要篇
章。“山城相望、登高览江，南通滨江
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上规院城市规
划设计有限公司规划二所副所长沈璇介
绍，在沪苏通大桥到苏通大桥之间全线
43公里区域，将规划打造一条“南通
之链”滨江绿道。

沈璇介绍，“南通之链”滨江绿道
规划秉承“串珠成链、连点成线”理
念，将现有自然景观、工业遗迹、历史遗
存和民间故事串联起来，形成“一卷、四
幅、五道、八景、二十四驿”，成为集中展
示南通城市特色、独特魅力、文化自信和
文明建设成果的空间载体，一张“最美江
景图”正徐徐打开。未来，顺江而下，江
渡飞虹、港闸阡陌、通港竞渡等八处胜
景，滨江绿道、骑行道等“五道”，将让市
民在“画卷”中悠然畅游。
本报记者张水兰 本报见习记者沈佳颖

昨天召开的南通市主城区城市规划征询会上，
相关专家代表凝智聚力、献计献策——

共商南通城市发展美好蓝图

上海大都市圈建设是落实区域协
调发展战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的重要举措，南通作为上海大都市圈
的重要组成，跻身“1+8”行列后，将如
何影响南通未来发展？对此，记者专
访了上海规划院总工程师张逸。

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的范
围包括上海、无锡、常州、苏州、南通、
宁波、湖州、嘉兴、舟山在内的“1+8”
市域行政范围，陆域面积5.6万平方
公里，海域面积4.7万平方公里。

上海大都市圈的愿景为“建设卓
越的全球城市区域，成为更具竞争力、
更可持续、更加融合的都市圈”。在这
个愿景下，提出南通要建好江苏开放
门户，建设畅联全国通达世界的现代
综合交通枢纽、更高水平国家创新型
城市、深层次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标杆城市、富有江海特色的海洋中心
城市、彰显生态之美的低碳花园城市、
宜居宜业幸福城市。

“如果说在‘1+8’的体系当中，上海
和苏州等城市属于先发者，已基本形成
了一个大的城市发展格局的话，南通则
处在一个年轻的成长期，年轻意味着有
无限的发展可能性，这也是它在规划中
体现出来的最大特点。”张逸告诉记者，
南通通江达海，交通区域优势明显，人文
底蕴浓厚，从经济总量、发展规模以及各
项指标来看，南通在近几年的发展中越
来越脱颖而出。在规划的引领下，未来
发展过程中这座城市年轻的综合优势会
进一步体现。

张逸表示，在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
同规划中，赋予了南通非常高的期望和
需求。从“1-3-6-12-19”的“金字塔
形”结构来看，南通市区是6个专业性全
球城市之一，未来将在专业领域发挥国
际影响力，重点拉长智能制造、科技创新
功能的长板。如东、启东、如皋、海安作
为全球功能支撑性节点，将承担全球特
色功能。“在整个城市体系当中，可以说

南通跟上海基本上是处于并列水平的中
心城市，而且它具有全球部分核心功能
以及影响力和竞争力。”

为构建紧凑开放的网络型空间格
局，上海大都市圈规划区域发展廊道7
条、次级发展走廊6条，其中南通位于沿
江沿海发展走廊、通苏嘉甬发展走廊、北
沿江发展走廊和沪通—沪甬发展走廊
上。张逸建议，在未来发展中，要强化战
略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提升南通经开
区、南通高新区的国际智能制造发展水
平；加快培育南通西站地区、苏锡通科技
产业园、通州湾等潜力地区，打造都市圈
新兴产业重要承载地，加强区域创新与
高端制造要素集聚，促进产业链与创新
链协同联动。

张逸同时建议，要加强长江口战略
协同区、沿海战略协同区、崇启海协作示
范区、东平—海永—启隆城镇圈等不同
空间层次的协同，重点发展生物医药、新
一代信息技术等5大世界级高端制造集

群体系。要积极融入大都市圈城际“一
张网”，打造世界级机场群、共建世界级
港口群，组成世界级枢纽体系；构建“一
心三带多廊”的生态安全格局，打造成为
具有国际范儿和地域特色的魅力地区、
诗意栖居的理想家园。

上海大都市圈是一项长期规划，
远期至2050年。当前，抢抓长三角一
体化等国家战略机遇的南通，值得更
多期待。 本报记者俞慧娟 顾凌

上海大都市圈中的“无限可能”
——访上海规划院总工程师张逸

张逸，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上海市城市
规划学会理事，长期从事城市规划设计
和研究工作，主要负责参与了上海大都
市圈规划、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
区国土空间规划等的编制，在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战略规划、总体规划、交通规
划等方面作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

晚报讯 为了贯彻落实“人民城
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
念，开门编规划、真心听民意、聚力谋
发展，昨天上午，市政府召开主城区城
市规划征询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陆卫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
委会党组成员陈俊，市政府副市长刘
洪，市政协副主席金元等出席会议。
副市长童剑主持会议。

会议邀请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就《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
进行解读，相关规划编制单位和板块
负责同志对主城区重点规划项目编制

情况、部分重点规划方案以及片区规
划建设情况作了介绍。市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规划专家、企业家代表献计
献策，汇聚发展共识。

会议指出，要更高站位谋划规划、
更加科学编制规划、更加严格落实规
划，全面提升规划工作水平。要编好
总体规划、编深详细规划、编准专项规
划，始终保持规划的严肃性，把加强顶
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相统一，共同
推动南通城市定位更明确、城市布局
更科学、城市功能更完善、城市治理更
高效。 记者张水兰

精绘蓝图 筑梦未来

我市召开主城区城市规划征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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