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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焦
洞头区交通运输局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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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第二通道打造第二通道，，重构重构““海上花园海上花园””
———甬莞高速洞头支线如何变—甬莞高速洞头支线如何变““不可能不可能””为为““可能可能””？？

弄潮踏浪，跨越汪洋，洞头人的高速梦正照进现实！
8月27日，承载着15万海岛人民殷切期盼的洞头对外第二通道、首条高速——甬莞高速公路（G1523）洞头支线（下称“洞头支线”）正式开工建设，海岛交通正迎

来历史性的“第三次飞跃”。
从“十四五”之初图纸上的大胆设想，到如今正式“落地海上”，洞头支线的“无中生有”仅仅用了不到三年时间，其中从启动工可研究到上报核准仅用时12个月。洞

头支线“诞生”的背后，既有洞头自身跨越汪洋大海的决心、重构海岛交通格局的信念，更有省市各级政府对海岛洞头“建设名副其实的海上花园”的高度支持。
曾经孤悬海外，远眺彼岸不可及；而今海涛澎湃，陆岛再次相连，打破对外通道单一的交通桎梏。可以预计的是，这条高速必将为洞头融入温州同城发展、加速温州

港状元岙港区集疏运体系的构建、发展壮大海洋经济带来新的飞跃契机，撬动整座“海上花园”发展大提速。
一条路、一座城，面对一座座“大山”，洞头支线如何从“不可能”变为“可能”？

□本版文字 谢宝光 杨瑶 □本版图片由洞头区交通运输局提供

面朝大陆，望洋兴叹。千百年来，洞
头像是被大陆遗忘的一片群岛，孤悬海
外，只能依靠舟楫出行。也因此，跨越
汪洋通连大陆的强烈渴盼，几乎刻在世
世代代洞头人的基因里。

从海外孤岛到融入温州同城发展，
洞头的华丽巨变用了不到二十年。而
支撑洞头向“海上花园”真正蝶变的，无
疑是对外交通的一次次飞跃发展。

2002 年 5 月，洞头五岛连桥工程正
式建成通车，让原本相互分离的北岙、
元觉、霓屿五个岛屿通过陆域连城一
片，洞头本岛面积由 24 平方公里扩大到
52.4 平方公里，从而扩大了海岛区域经
济的规模，增强了区域经济的功能，强
有力地推动了洞头城市化进程。

4 年后的 2006 年 4 月，由灵昆大桥、
灵昆接线公路、浅滩工程、状元岙深水
港区和洞头五岛相连工程组成的温州
（洞头）半岛工程正式通车。自此，洞头
海岛变半岛，改写了以海为家、仅靠舟
楫的交通历史，开启了高速发

展的东海时代。洞头以大海般的气概
艰苦创业，铸就了“小县办大事，小岛创
大业”的“五岛连桥”精神。

历时十年，面对经济、技术等重重压
力，洞头以“勒紧裤腰带，造福下一代”的
气魄，举全县之力抓好这一工程——在
许多洞头人看来，没有这个“革命性交通
工程”，便没有今日的“海上花园”。

此后十多年，洞头交通依然阔步前
进。2008 年 8 月 29 日，温州港状元岙深
水港试开港，此后温州港口岸扩大开放
获国务院批复，状元岙港区正式拥有

“国际通行证”；2018 年 2 月 7 日，330 国
道洞头段的通车，让海岛告别了没有国
道的历史，驶入了温州大都市区的“快
车道”……

然而，作为洞头本岛对外联通的唯
一通道，330 国道也是温州状
元岙港区对外唯一

的集疏运通道。随着洞头“海上花园”
建设步伐加快，以及我省海洋港口一体
化推进，到访洞头的游客和状元岙港集
装箱吞吐量不断增长，交通流量日均达
3 万辆以上，节假日高峰期高达 5 万辆以
上，通行压力巨大，谋划第二对外通道
已呈迫在眉睫之势。

于是，兴建一条跨越海峡高速公路
的设想便应运而生。

据悉，甬莞高速洞头支线项目起点
位于龙湾区，顺接金丽温高速东延线终
点，向东跨越温州湾海域至洞头霓屿岛
西南侧，沿着霓屿岛南侧海岸布设，终
点位于霓屿布袋岙附近，接在建的 211
省道洞头霓屿至北岙段工程。路线全
长约 22.2 公里，同步设置状元
岙港区连接线约 2.2

千米。主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
标准，设计速度 100 千米/小时，工程总
概算约为 78.5亿元。

“项目建成后，将打破洞头对
外通道单一的交通现状，破解
海岛民众对外交通出行瓶颈
制约，大幅提升温州状元岙
港区的承载辐射能力，加
快 融 入 金 丽 温 开 放 大 通
道格局，为温州‘强城行
动’打造海上花园提供重
要支撑。”洞头区交通运
输局局长褚志攀
表示。

近日，笔者采访褚志攀时，发现他办公室的墙
上悬挂着一幅洞头交通“十四五”规划建设图，上面
却并不见“洞头支线”的身影。“因当时条件尚不成
熟，这条高速没有列入‘十四五’规划。”褚志攀告诉
笔者，从规划的角度来说，洞头支线的建设几乎可
以说是“无中生有”。

然而，从无到有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多年
的奔走呼吁和酝酿准备。据悉，2016 年至 2022 年
间，省市区各级人大、政协关于要求建设洞头区对
外第二通道建议及提案多达 25 件。“这些年，社会各
界对建设高速公路的呼吁越来越强烈。”褚志攀说，

洞头区历届党委政府都积极争取推动连通洞头本
岛的高速公路纳入规划，想方设法推动建设，最终
因要求高、难度大而迟迟未实现。

横亘在面前的，分别是规划、资金和审批这三
座“大山”。

首先是规划支撑性弱。早年的《浙江省综合立
体交通网规划》、《温州市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和

《浙江省综合交通“十四五”规划》都没有将洞头支线
纳入规划。由于洞头经济体量小，又地处交通末端，
无法和周边县市区形成互联互通，建设高速的经济
效益不高。且经过估算，作为跨海高速，该项目桥梁
和隧道占了 99.4%，平均每公路造价高达 3.5 亿……
种种不利因素，使洞头支线的纳规过程异常艰难。

彼时，作为一个尚未列入规划且主要服务洞头
的高速项目，洞头支线的建设资金更是无从筹措。

“要建设洞头支线，洞头需要想办法筹集约数十亿
元的资本金。”褚志攀感慨，对于洞头这样一个海岛
县，筹措如此大的一笔建设资金显然并非易事。

前期审批层级高、涉及面广是摆在面前的另一
道难关。“我们粗略统计了一下，整个项目前期要经
省、市、区三级人民政府，同 1 个部委、8 家省级部
门、9 家市级部门合计 42 个处室以及 6 家大型国企
打交道，可谓‘关卡重重’。”洞头区交通运输局规划
科负责人张仁锁介绍，该项目仅仅一个用地预审便
需要省、市、区三级相关部门的 28 个人经手同意。

尤其作为跨海高速，项目以跨海大桥为主，还
面临线路长、专题类目多、技术难度大等难题。由
于项目要跨越温州湾海域，其建设关系到龙湾二期
历史围填海、瓯飞水利工程、瓯江南航道、丽水 36-1
油气管线、霓屿矿山等一系列重大项目建设活动，
涉及政法委、发改、财政、公安、资规、交通、水利、环
保等各类审批事项 19 个，专题研究 30 余项。

“虽然面对着三座‘大山’和重重难关，但在省
市区各级政府领导的关怀关心下，在众多部门同仁
的协同努力下，在 15 万海岛人民的殷切期盼中，我
们唯有一鼓作气向上攀登，合力将‘不可能’变为

‘可能’。”褚志攀说。

回过头看，洞头支线项目从纳入规划
到系列前期节点的相继获批，除了洞头人
弄潮踏浪的发展信念，“天时地利人和”更
是缺一不可。

首先，从中央到省级出台的系列文件
为项目打了“政策基础”。2021 年 12 月 10
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扩
大有效投资，要适度超前进行基础设施建
设”。随后，12 月 30 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出
台《浙江省扩大有效投资政策二十条》，提
出“要积极应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
转弱三重压力，着力扩大有效投资、优化
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充分发挥投资
对经济稳增长的关键作用。”

正是这股政策东风，让洞头人看到了
希望。

“作为海岛区县，洞头经济底子薄，无
论从纳入规划角度，还是资金筹措角度都
是弱势。但正因洞头是海岛区县，反而得
到不少省里政策的倾斜照顾，劣势成了优
势。”褚志攀说，近年来，许多省市领导密
集来洞头调研，都对洞头开辟对外第二通
道表示了明确的支持，让该项目突破三座

“大山”有了更大的可能，“可以说，没有省
市区各级领导的鼎力支持，就没有洞头支
线”。

据悉，在该项目增列纳入“十四五”规
划及工可研究阶段，省、市发改和交通部
门相继召开了 20 余次研讨会，围绕项目政
策支持、技术方案、审批程序方面进行了
全面剖析和指导，对于项目规划、资金、审
批方面的难点、困境等方面都给予了最大
限度的支持。

为了“兑现”这条高速，省市区三级联
动、上下齐心，开始了抱团作战。2022 年 6
月 8 日，温州成立了以温州市交通运输局
局长和洞头区委书记为组长，由交通、发
改等多部门组成的“洞头区本岛对外通道
前期工作专班”，统筹协调和督促项目推
进过程中的各项事宜。温州市政府、强市
办多次通过发抄告单、会议纪要的形式解
决了项目在前期全过程招标、政策协调、
初步设计概算等方面的困难。

“不管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任何困难，
都要迎难而上，想一切办法、尽一切可能
把问题解决掉，把洞头人民关心渴望的这
件大事办成。”为推动项目早日落地，洞头
区政府拿出了“豁出去”的如磐决心。2022
年 8 月 12 日，洞头区成立了由发改、财政、
交通、资规、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单位组
成的项目前期研究工作专班，各部门负责
人时常“组团”到省里要政策、争资金、跑
要素。

跨越汪洋，终见曙光。2022 年 6 月 28
日，甬莞高速洞头支线规划线位方案论证
通过评审，为下一步解决综合交通“十四
五”规划和各项目决策工作提供了理论依
据和条件。2022 年 11 月 25 日，项目工可
通过评审，洞头本岛对外第二通道终于朝
着开工建设迈出了关键一步。

2023 年 12 月 26 日，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省交通运输厅印发《关于调整浙江
省综合交通运输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
知》，明确甬莞高速洞头支线列入“十四
五”新增实施类项目，至此正式解决了规
划问题。“说得直白点，这以后，项目推进
终于‘师出有名’了。”该局相关负责人说。

面对体量如此之大、审批层级如此之
高的高速公路项目，对洞头可谓一场从零
开始的挑战。项目要去批什么、到哪里
批、什么时候批……一连串的问号摆在洞
头交通部门面前。

“ 越 是 无 从 下 手 ，越 要 沉 下 心 来 克
服。”该局规划科负责人张仁锁作为项目
前期具体执行者，干的第一件事便是专程
赴温州市交通运输局、温州市交发集团学
习取经，“在上级各单位领导的悉心关怀
下，半个月时间便帮助我们把原先 37 项工
作计划细化到 145 项工作内容，一并梳理
了 100 余项可能存在的问题，为后续工作
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据悉，项目增列到“十四五”规划内、
特许经营方案的复核等事项需省人民政
府同意；用海审批因为涉及瓯飞历史围填
海，高速建设方案需符合龙湾二期的生态
修复方案，要到自然资源部备案；后期用
地用海要到省自然资源厅批复；项目工
可、初步设计是由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
省交通运输厅联审并批复，投资协议和浙
江交通集团、温州市交发集团等大型国企
签约……

早在 2022 年 6 月，温州市交通运输局
和温州市交发集团便提前介入、组建专业团
队，与洞头联合开展前期攻关，跑资金、跑要
素、跑政策、跑进度……两年多时间，“奔跑”
成了温州市和洞头区许多人的常态。

“去年至少一半的时间，我和同事不
是在杭州，就是在去杭州的路上。有时为
了一个签字，甚至半夜动身出发，天没亮
赶到杭州，上午办完事马上赶回洞头，处
理局里的其他公务。”褚志攀说，很多时候
遇到问题关卡，从兄弟部门到洞头区委区
政府，再到市级交通等各部门及温州市委
市政府，都给予了倾力协助，问题才得以
一一化解。

“很多时候路上花费 10 个小时，见面
交流不到 10 分钟，目的就是尽早掌握最新
进展并第一时间化解卡点。”褚志攀回忆，
为了赶在 2023 年 5 月底组建项目公司，尽

快签订股东协议，他和同事在浙江交通集
团连续驻点了 11 天，挨个与各部门经办人
员推敲斟酌合同每一个条款细节，协议到
哪个部门，就去哪个部门蹲守、解释，“毫
不夸张地说，为了能快一点，我们几乎全
程跟着审批件走，哪个环节稍一卡壳便立
即上去对接。”

今年 1 月 23 日，为了尽快完成项目补
充协议的签订，全力争取项目在 1 月获省
发改委核准，褚志攀和同事一天之内奔袭
500 公里，跑了温州、杭州两座城市 6 家单
位，次日一早便完成全部的协议签署。

在市县联动、专班推进的加速度奔跑
中，项目前期不断提速。从 2022 年 5 月开
始，仅用 10 个月便完成从项目正式启动到
初步设计技术审查，创浙江高速公路项目
前期推进最快纪录。

今年 3 月 20 日，洞头支线项目获省发
改委核准，成为我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新机制下第一个核准的新建项目；6 月 18
日，项目施工图设计通过评审；7 月 26 日，
项目规划线位方案通过论证评审和工程
初步设计技术评审……如今，项目正式开
工，海岛洞头的高速梦正加速照进现实。

站在洞头望海楼上远眺，海面上，
一座南北横跨霓屿岛岙底和本岛白迭
的崭新跨海大桥初展雄姿，架桥机正
吊装一节节的预制节段梁，通过船舶
把节段梁架桥机转至标头霓屿侧进行
架设，全桥预计今年底实现合龙。

这便是洞头对外第二通道的“先
头部队”——211 省道洞头霓屿至北
岙段项目的洞头峡跨海大桥，也是甬
莞高速洞头支线连接线的控制性节
点工程。项目将于 2025 年建成通车，
届时与新开工建设的甬莞高速洞头
支线在海上进行平交，形成真正意义
上的洞头第二对外通道，全面破解洞

头对外旅游、通勤以及港口集疏运单
一通道的难题，使洞头交通更加高
效、通畅、便捷。

过去，每一次重大交通基础设施
的突破，都为洞头带来了极大的发展
红利。即将到来的第二通道，也让洞
头产生无限憧憬：项目建成后，将有
效刺激投资，为洞头带来新一轮招商
引资热潮；新增海上靓丽观景通道，
进一步彰显洞头“国际生态旅游岛”
品质；方便游客直接通达洞头东南部
核心景区，推动洞头旅游品牌辐射更
远……

如今，交通前景优势正撬动“海
上花园”悄然升级蝶变。

为以更美的面貌迎接游客到来，
洞头仙叠岩（大沙岙）景区正推进迭代
更新，以“沙滩逐浪，心旷神怡”为主题
特色，提升改造布置新的服务设施，提

供住宿餐饮、休闲度假等服务；为游客
输出更丰富旅游产品，梦幻海湾、古村
落盘活利用有条不紊展开……

2023 年以来，洞头以“一岛一功
能”海域海岛发展战略规划、海上花
园国土空间设计、国际生态旅游岛规
划搭建“1+3+N”规划体系。其中，

《洞头国际生态旅游岛规划（2023 年-
2035 年）》，提出将洞头建设成为全球
知名的东方海岛旅居生活目的地、全
国海岛县域旅游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浙南重要的高能级旅游对外开放平
台区。《温州洞头海域海岛发展战略
规划》则围绕全力建设名副其实的

“海上花园”、培育发展高质量特色化
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拓展陆海协同发
展空间支撑体系等，勾勒出一幅涵盖
产业升级、生态保护、民生福祉等方
面的全域发展蓝图。

未来，随着洞头支线项目建成，
将有效串联温州龙湾国际机场、温州
港状元岙港区及温州东部综合客运
枢纽，对于推进温州区域平衡发展、
加速构建温州港状元岙港区集疏运
体系、助力洞头海洋经济发展等方面
都具有重要意义。

面向未来，洞头正以产业聚变、
城市蝶变、幸福跃变为阶段性战略重
点，加快融入乐瓯洞一体化、市区一
体化进程，全力拓展城市发展空间，
增强中心城市功能，提升城市竞争力
和辐射带动力，创新书写建设共同富
裕海上花园新篇章。

打破交通桎梏，呼应群众期盼

翻越三座“大山”，高速“无中生有”

借力政策“东风”，齐心抱团作战

两年昼夜奔袭，跑出“洞头速度”

撬动海岛蝶变，重构“海上花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