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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通，则全国通。华夏九

州之一的徐州，东襟黄海、西接中

原、南屏江淮、北扼齐鲁，京杭大

运河穿境而过，京沪铁路、陇海铁

路、京沪高铁、徐宿淮盐铁路、胶

新铁路、丰沛铁路等交会于此，水

陆交通发达，是连接南北、贯通东

西的要道，也是四方经济连通的

重要“十字路口”。

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让既

不靠江亦不沿海、偏居苏北一隅

的徐州，有条件建设国际陆港，充

分发挥徐州交通枢纽作用。

2019年，省委提出支持徐州建设

淮海国际陆港后，徐州迅速行动，

对原有规划进行优化完善，积极

抢抓重大机遇，全面推进徐州淮

海国际陆港建设，加快把交通枢

纽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江苏“十四五”规划纲要提

出，布局建设徐州—连云港—淮

安综合性物流枢纽，加快海港、陆

港与空港一体化建设，支持宿迁

协同发展，共同打造现代物流“金

三角”，全面提升服务国家战略能

力。

徐州是苏北地区经济、文化

和对外贸易中心，引领着苏北发

展的方向。对于未来“金三角”一

极的淮安来说，徐州在推进综合

交通枢纽建设特别是国际陆港建

设方面有哪些启示和借鉴？日

前，记者前往徐州采访，近距离感

受其如何加速连通全国、融入全

球，用淮海国际陆港托举“世界的

徐州”。

新型经济腹地、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江
苏省三大都市圈之一……徐州的这些名片和
标签，在很大程度上与其铁路密切相关。徐州
素有“中国铁路之咽喉”之称，如今是全国铁路
网中的“高铁+普铁”双枢纽城市，依托铁路形
成的区位优势可见一斑。

记者来到徐州东站，用无人机从空中俯
瞰，灰白色的东站房宛如一只展翅欲飞的雄鹰
横卧在高铁线上，格外壮观；来到东站内，看到
旅客如流；随机询问得知，不少旅客来自临近
的河南、安徽、山东三省。经徐州中转，外地旅
客可北去山东、南去安徽、西去河南。

“徐州东站站房建筑面积4.5万平方米，
是淮海经济区第一大站，也是仅次于南京南站
的江苏省第二大铁路客运站。”徐州市交通运
输局宣教处负责人介绍，徐州东站分为东、西
两部分，西站房 2011 年投入使用、东站房
2019年底随徐盐高铁同步开通运营。东站房
既弥补了旧站房空间的不足，又实现了高架快
速路、地铁、公交、出租车、汽车客运等多种交通

“零换乘”，进一步巩固了徐州的交通枢纽地
位。

早在清末民初，徐州成为津浦铁路、陇海
铁路两大干线铁路交会点后，就奠定了铁路枢
纽地位。2011年，京沪高铁徐州段开通运行，
徐州正式进入“高铁时代”，同时进入长三角和
环渤海3小时经济圈，加快了徐州与两大经济
圈的融合与对接。

“十三五”以来，徐州持续推进综合交通体
系建设，一批重大铁路基础设施建设快速落地
实施，建成郑徐客专、徐宿淮盐铁路、徐连高
铁，实现了由单一通道向“木”字型网络转变，
高速铁路运营里程389.8公里，与南京、郑州、
济南、合肥4个省会城市构成“1小时城市圈”，
至淮海经济区各城市1.5小时通达，3小时可
到达北京、西安、武汉、上海、杭州5大城市，通
达城市有180多个。

据了解，徐州在普通铁路和高速铁路“双
十字”交叉基础上，争取在“十四五”时期规划
并建成合新高铁、徐菏铁路及徐枣城际铁路，
实现徐州“米”字型高铁网络总目标。

2021年8月，徐州正式发布《徐州市“十
四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提出建设
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围绕“拓展大通道、
做强大枢纽”，系统完善铁路、公路、航空、港口
航道等交通基础设施，构建以徐州为中心的放
射状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支撑淮海经济
区中心城市和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建设。

2021年11月24日，一列装载徐州本地生
产的工程机械、洗浴房、光伏太阳能板等货物

的中欧班列完成通关，并于当晚开出徐州中欧
班列的始发点——淮海国际陆港铜山货站，从
霍尔果斯出境后一路向西，经中亚直抵德国的
汉堡和杜伊斯堡。

在徐州淮海国际陆港，满载着大宗货物的
国际班列不断发往中亚和欧洲，来自俄罗斯的
木材等商品经由这里走进千家万户。徐州淮
海国际陆港运营有限公司场站操作部经理王
震介绍，今年陆港运营有限公司计划开行中
欧班列405列，居江苏省中欧班列开行量首
位。

中欧班列是徐州淮海国际陆港的一张重
要名片。对于内陆城市徐州而言，淮海国际陆
港是通达世界的起点。

2019年，省委就徐州加快建设国际陆港、
打造东、西双向开放的内陆型国际中转枢纽港
提出明确要求。按照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承
载城市的定位，徐州市邀请国内外一流专家团
队，结合“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编制淮海国
际陆港发展规划，理顺与城市总体规划、经济
发展规划的内在关系，研究提出新的发展定
位、思路、要求与措施等，把淮海国际陆港的发
展作为徐州的百年大计统筹谋划推进。

淮海国际港务区是江苏省及徐州市为加
快徐州淮海国际陆港建设、打造内陆开放型新
高地而设立的经济先导区。自2020年7月创
建以来，该港务区把“港产城一体化”理念和

“设区育港、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作为根本发
展模式，将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枢纽节点、

“一带一路”交汇点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内陆国

际化枢纽经济策源地、长三角北翼高水平对外
开放新高地作为陆港发展的四大战略定位。

建成“公铁水”多式联运枢纽中心（集装箱
场站）一期工程、完成亿吨大港股权收购、规划
1125亩地用于骨干路网建设、启动陆港国际
结算中心建设……一年多来，港务区集中力
量、抓好重点，已在招商引资和招大引强、陆港
新城建设等方面取得巨大突破。

除了列车在铁轨上奔驰穿梭，大运河上繁
忙的水运场景也是徐州鲜明的印记。

记者在京杭运河蔺家坝船闸上游4公里
处的徐州港顺堤河作业区看到，港口铁路翻卸
机车和螺旋卸车将煤炭专列运来的电煤顺着
运输带输送到船舱中。作业区工作人员介绍，
运煤船经过大运河航道，驶往长三角及长江经
济带地区。

建设中的淮海国际陆港以陆路港和内河
港为核心，徐州港顺堤河作业区的铁水联运中
心是“双核”之一，也是徐州市打造“亿吨大港”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设计年吞吐量达1300万
吨，为我国规模最大的内流河港。

据了解，“双核”中陆港片区重点布局
“港+贸”功能，服务中欧班列工业制成品出口
与回程消费品贸易。“双核”中亿吨大港片区重
点布局发展“港+产”功能，服务生产资料综合
流通成本的降低、物流偏好型产业及配套功能
的本地化集聚。

淮海国际陆港紧紧抓住陆港片区铁路枢
纽和亿吨大港片区水路两个关键要素，强化一
体协同，加快补齐多式联运体系短板。今年3
月，淮海国际陆港“公铁水”多式联运枢纽中心
项目建成运营。项目位于淮海国际港务区中
心区，北接顺堤河作业区、南靠铁路货场，距最
近高速入口4公里，促进了该区域物流企业

“公铁”“公水”“铁水”等多种运输方式的高效
转换，为淮海国际陆港战略作用的发挥注入强
大动能，进一步提升徐州交通综合枢纽功能。

为拓宽陆港发展空间，淮海国际陆港铁路
货运中心还与宁波港、上海洋山港、青岛港等
港口进行战略合作，开展“海铁”联运，力求实
现联动发展。

2021年 11月，江苏省发改委印发实施
《徐州淮海国际陆港建设发展规划（2021-
2025年）》。徐州这样回复：“这个港举全市之
力建设，这个港托举‘世界的徐州’。”

该市交通运输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规
划》的正式出台，将更好引领徐州淮海国际陆
港高水平建设，加快构建徐州国际陆港、淮安
空港、连云港海港现代物流“金三角”，深度融
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更好服务“一带一路”
交汇点建设和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新格局，高
水平打造东、西双向开放的内陆型国际中转枢
纽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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