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2 岁的钱荣博士是交通战线的一名
“老兵”，大学从事的是海洋、港口等近海
工程研究，2004 年来到宁波工作，就曾参
与过宁波港总规的编制。年纪虽轻，他在
班子里却很有影响力，与其他成员之间配
合良好，大家都愿意听他的意见，沪嘉甬
铁路的前期工作，也主要是他在具体牵头
开展。

正如港珠澳大桥是珠三角粤港澳大湾
区的标志一样，在钱荣的自我要求里，他一
直期待着沪嘉甬铁路也能成为我们大湾区
的一项标志性工程。

“必须盯紧目标不放松”，这是钱荣的坚
持和坚守。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和“六争攻
坚”明确的力争“十三五”开工的目标任务，
他主动协调对接省铁办、嘉兴市、上海铁路
枢纽建设指挥部及设计单位，研究制定工作
计划，适度交叉、倒排工作任务，科学有序地

推进有关工作。详细布置安排开展外业专题
调查，加强与民航空管和航空部队联系，协
调空域开放，组织完成项目陆上航飞航测工
作。加强过程管控对接，提前3个月完成嘉
甬段跨湾运量预测及车辆开行方案、公铁合
建交通需求及适应性分析及合建高速公路
工程方案、接轨及线路走向方案和跨海桥隧
比选等四大专题研究，并于去年底顺利通过
审查，有效稳定了项目线站位及有关控制
点，项目预可行性研究于今年顺利通过国家
铁路总公司审查。

此外，杭州湾海域相关专题的研究周期
长达18个月，钱荣认识到，如果一板一眼、
按部就班地开展工作，项目无法实现“十三
五”开工。为加快项目推进、确保质量，他报
请领导同意后组织提前一年开展了34项工
可控制性技术专题研究，目前，相关专题研
究正在加速深化。

市沪嘉甬铁路筹建办副主任钱荣

要让26公里杭州湾海面上
奔跑350公里时速的高铁

2019 年 5 月 28 日，星期二。上午 8 时
许，沪嘉甬铁路杭州湾大桥勘察 1#孔顺
利完成设备平台安装、定位，开始钻孔作
业，项目海上勘察工作全面启动。市沪嘉
甬铁路筹建办副主任钱荣博士兴奋地表
示：“海上第一孔非常顺利，为项目全线
勘察开了好头，但杭州湾海上施工安全
工作要盯牢,安全、生产两不误”。

当前，沪嘉甬铁路预可研已经通过
铁总组织的审查，项目沿线勘测（包括海
上初测、陆域勘察等）正在有序开展，杭
州湾观测类相关专题正在收口验收，研
究类专题及工可（工程可行性研究）有关
工作扎实向前推进。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钱荣及其
团队的辛勤努力、攻坚克难，得益于他一
直以饱满的热情、务实的作风，也是对他
长期以来扎扎实实抓项目的最好鼓舞。

这个宁波“一号工程”
是主动“抢”下来的

横跨杭州湾，北接嘉兴南至宁波，可通
达上海苏州，沪嘉甬铁路项目一直被宁波人
民所期待。

作为沿海高速铁路大通道的一部分，沪
嘉甬铁路建成后将是世界上跨海铁路桥梁
桥长和规模最大的工程之一。作为宁波铁路
建设的重中之重，宁波市几任主要领导曾多
次强调，将它作为宁波“一号工程”来抓。

钱荣介绍说，宁波至上海全程约200公
里，较目前通过杭州绕行，沪嘉甬铁路缩短
了100公里左右。按照高速铁路开行速度，
宁波到上海全程运行时间将缩短到约51分
钟，两地将实现“一小时交通圈”。“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两地几乎就同城化了。”

“铁路项目不能等，必须要主动去抢。”
这是钱荣一直坚持的理念，他深刻认识到，
沪嘉甬铁路是“大湾区”、“大通道”建设的十
大标志性工程，是我市进一步融入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的基础性支撑，必须全力以赴加快
推进实施。但是，该项目并没有列入国家铁

路十三五建设规划，加快开展前期工作并争
取“十三五”开工建设的依据并不充分。

2017年9月，钱荣一到市沪嘉甬铁路筹
建办，就把沪嘉甬铁路前期专题研究工作作
为核心，带领业务人员全身心扑在项目上，
切实争项目、抢项目。他认真分析形势、积极
出谋划策，在争项目上做工作，在抢项目上
出实招，反复与省铁办、国家铁路总公司及
相关研究机构沟通争取，特别是一直坚持本
项目国家沿海高铁和长三角城际铁路两大
功能定位，促成省、市与国家铁路总公司会
谈，争取铁总将本项目与通苏嘉合并为一个
项目，并列入2018年、2019年国家铁路发展
计划前期研究项目，为全面有效开展前期工
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争项目、抢项目过程中，他频繁往返
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南京、嘉兴、宁波之
间，时常加班加点。因为经常需要出差，他的
办公室里常备换洗衣物和洗护用品，只要项
目上一有要求，他就可以马上行动起来。

时速350公里高铁跑海上
难题是“世界级”的

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这是宁波坚
定不移的战略选项。2008年，杭州湾跨海大
桥的通车，彻底打破了江河湖海对于传统长
三角“Z”字型结构制约。但要在杭州湾上再
建一座时速350公里的高铁跨海大桥，其难
度远远超越11年前的跨海公路大桥。

对于钱荣来说，他和团队在争取到项目
后，必须破解若干世界级难题——首先是跨
度之长：沪嘉甬铁路项目纯跨越海面，有26
公里长；其次是速度之快：当前跨长江还没
有超过时速300公里的高铁，而沪嘉甬跨海
铁路的时速规划“高标”足足比300公里再
提升了50公里。

“跨海部分作为全线控制性工程，海洋
环境复杂，制约控制因素多，工程技术难度
大，必须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基础工作，尤其
要做好涉海专题研究。”钱荣经常跟处长和
工程师强调。

工作有多难？钱荣用了一个数据来说

明。杭州湾的钱江大潮，海水卷起几十厘米
高的浪花汹涌而来，如今已成一道世界景
观。但根据有关方面提出的要求，杭州湾上
建成沪嘉甬铁路后对钱江大潮高度的影响，
必须控制在2厘米以内。

这道“硬杠杠”，就足够专家们抓破头皮
的，更不要说杭州湾两岸的港区、通航安全、
核电站、工业区块、水源保护地、湿地等更多
的控制要素。

为了深入项目杭州湾海上和陆上一线调
查，钱荣克服高温酷暑、风吹雨淋、时间紧等
困难，带领分管处室同志和相关设计单位人
员，组织开展杭州湾水文、波浪、泥沙、海洋生
物、渔业资源及鸟类生境、海床演变、钱塘江
大潮影响、桥区气象及风参数、通航环境等观
测调查研究，反复与省发改、交通、国土、海港
委、环保、海事、钱塘江管理局及秦山核电站
等部门和单位汇报沟通，确保各项工作落到
实处，为项目顺利推进创造良好条件。

力争“十三五”开工
提前一年开展34项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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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工作的钱荣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