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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寄苏通大桥
○张振刚 1969

上世纪90年代初，为加快发展，

南通到上海和苏南的时 离，南通市提

出建设汽车过江通道设想，成立了筹备

处。本人在计委工作时，从1993年至2001
年，先后担任南通市过江 道筹备处副主

任、市筹建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办公室主

任、市长江公路通道筹建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任等职，全程参加了筹备工作，为苏通

大桥立项奋斗了八年。人生过七十，回

往事，能为家 经济和社会发展努力奋

斗，情有所寄 能实 自强不息校 奉献

个人微 之力，自感欣慰。

一

大学我学的是汽车 拉机专业，但时

下面 的任务，是筹备建设 道或大桥。

这不 在专业上有不小的 离，而 重大

项目前期工作这门经济技术学问， 多

学科,需要我们不断学习新知识，研究解

决新问题。特别是项目上报 批，怎样

才能 快得到批 ，需要宏微观

备。建设南通汽车过江通道，无 是在邓

小平南 讲话精神的 下，南通有识之

士解放 想 发出的 。然而，在立项

的前行道路上 生。 不说在长江口

越江通道规划布局中，南通通道和上海

明通道的关系等宏观问题不能自说自话

在工程技术方面，无论是建大 度 拉桥

还是沉管 道都有很多技术 题，而桥

工程方案比选的问题，更需要深入研究

还有，建设资金从 儿来?绕不开国家宏

观调控，一个国内生产总 才186.5 元

(1992年)的地级市，要建设一 当时就要

五六十 元 资的过江 道，正如一些人

说的，真是“异想天开”。

但是“自强不息、 德载物”的校

励我们去 坚克 。 筹处一成立，我

们立即一手组织参观国内 道工程，走访

设计院，进入 色 一手委 上海 道设

计院开展南通过江通道预可行性研究（以

下简称“预可”），并配合对社会经济发

展、交通量预 、水文、地质等六个子

题组织研究。

面对项目 报上的重重 关，我们首

先努力破解长江口越江通道规划布局问

题。上海 明越江通道开展前期工作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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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南通，而 是由国家科委 头开展的软

题研究项目。在我们着手南通通道研

究时，不少人都认为南通过江通道最好东

，和 明通道结合起来建 台塑老 王

永庆来南通考 ，开始他对南通过江 道

项目很有兴趣，后来得知上海正在考 建

设 明越江通道，他认为中央可能以上海

发展为优先，最终放 了该项目。

王永庆没有信心，我们有 没有

也要创造 上。在越江通道布局推进

到 时，李国 关于长江口越江通道

“两重任务”“两个通道”的论述，让我

们 前一亮。在1993年上海长江口越江通

道国际研讨会上，两院院士、同济大学前

校长李国 发言指出，长江口越江通道有

两重任务，一个是开发浦东 明所需要

的， 一个是长江三 地区经济发展所

需要的 长江口越江通道不 是一个，应

该有两个。受到启 ,我们着力深化研究

南通和 明越江通道布局和功能上的互补

关系，强调南通通道东接 上海，西联通

苏锡常，南连接 苏嘉，在长三 建设中

非常重要。路是人走出来的，我多次去上

海 访李校长，汇报南通过江通道项目，

向我国桥 泰斗求教有关问题，并诚邀来

南通考 。李校长担任过上海第六届政协

主席，和江总书记、朱总理在上海共过

事，说得上话。在李校长那里，我 取得

了我们班杨 正同学的新信息。李校长和

杨 正的 亲是世交，两家来往 密。李

校长得知我在清华学的是汽车 拉机专

业，就问我是 认识杨 正。这又进一步

密切了我和李校长的关系，李校长对南通

项目也就更加关心。

在江苏省路网将南通过江通道规划为

省长江口越江通道选址的基础上，1996年

南通市政府就南通过江通道项目越级上报

示报告。 家华副总理在报告上批示,
要求交通部、上海市、江苏省联合研究,
提出意见。这份批示 项目提上部、省、

议事日程。其后，根据省交通厅对上海

道院“预可”预 提出的深化要求,我
三上北京， 访时任院长张建 ,委 中

交公规院在路网规划、桥 同等深度研究

等方面， 头进行“预可”深化研究。

随着中交公规院相关 题研究的深

化,部、省、 规划部门 步形成共识：

在长江口越江通道布局中，南通通道和

明通道功能互补，都有建设必要 上海市

考 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也需要和周

边城市互联互通。在规划布局上，国家计

委领导来上海调研时，专家们提议 明越

江通道 用东线方案，在规划布局上拉开

和南通通道90公里的间 离。2001年3
月上海市和江苏省会商， 苏越江通道

从 明北接江苏启东。长江口越江通道规

划问题的解决，为苏通大桥的立项 定了

重要基础。后来，我们又促进部、省关于

南通过江通道的定位研究，随着国家经济

和过江交通量的快速增长，南通过江通道

终于规划为国道沈海高速公路的长江过

江段。

有了这个结论，项目必要性的问题也

就说清 了。

就这样，我们 重从前期工作中学习

前期研究方法，从工程方案研究中多 道

学习有关工程专业知识。 着在学校打下

的分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基础，积极

推进中交公规院和上海 道院承接的“预

可”研究，认真组织有关专题论证，协调

开展工程水文地质 等工作，不断提高

推进项目前期研究、论证和报批、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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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水平。 到问题，我们经常向专家教

授 教。 上高人，我们的专业水平也有

所提高。南通过江通道项目是从 道方案

起步的， 年后，国内 道 威孙 院

士一次开 说：你们也快成 个 道专

家了。

二

在南通过江通道前期研究中，我们

到的工程技术 题很多，桥 方案比选是

其中比 的 题。

当时有部分领导建议，桥 比 可以

放到“工可”时再 定，但是江苏省市领

导 建议在“预可”阶段即明确上报推

桥 方案,以加快项目 批进度，日后桥

建设也比 有 。李国 、孙 等

威桥 专家发挥影响力，统一了专家组推

桥 方案的主流意见，但从技术上讲，

桥和 都是可行的，两派专家观点 持不

下。为 么不考 建 道 正如时任国家

计委分管领导张主任所讲：这个问题如不

研究 ，很可能项目报上去批不下来。

2001年4月8日下午，国家计委分管领

导张主任从江 大桥 来南通，调研苏通

大桥项目，他特别关心建桥和航运的关

系。白天看东桥位，南通罗市长和中交

院、河海大学的有关专家在现场汇报了项

目 况和河势、水文及通航 高等情

况。晚 后他从论证资料中 看专家意

见。当看到长江委一位专家意见的第一

段，马上就说：你们看，人家也说 道方

案理想(其实王总意见接下来就讲：在南

通河段，无论是构 道还是沉管 道都

施工经 和广泛的认同，从现实出

发， 能选择桥 方案)。当时作为调研

活动的组织者，我们可 张了，一直等到

张主任 步回来，进行了专家论证情况的

专题汇报，说明经过专家大量科学论证和

方案比选，一致认为桥 方案总体优于

道方案。这一夜我们都 不着，南通市罗

市长也 不好。第二天 ，张主任又看

了中 公司的评 意见，罗市长 张主任

步，汇报了这个问题。张主任听明白

了，让我们再报一份补充材料，大家才放

下心来。真是有 无 。

桥 之 还不 在技术层面。2001年
3月，国务院讨论上海大小 山深水港项

目时，有军方领导提出，今后在长江口建

设过江通道，要考 战备 ，桥 并

举，并主张建 道。桥 比 问题又在新

的层面提出来。

面对新情况，我们 委 中 公

司、同济大学等 威单位深化桥 方案同

口径比选，补充论证上报材料。为了 时

间，我们常常一天内从北京到南京，晚上

再 到上海。孙 院士是国内工程基础方

面的 威，在 道界很有影响力，他也支

持建桥 ，他和李校长在补充论证材料上

的 字是有份量的。在上报补充材料的同

时，我们多方提高汇报层次。2001年大年

初五，在去常 的过江汽车 上，南通

市领导向吴副总理汇报过江通道项目，我

具体汇报了苏通大桥方案， 取分管交通

的副总理对大桥项目的支持。5月，江苏

省、市领导为了 取总参领导和国务院分

管水利的领导支持，更做了大量工作。在

苏通大桥项目 批的关 时刻，我们还

李国 校长给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有关领导

写信。他建言“南通至常 之间的公路越

江通道建设非常必要和 切， 用桥 方

案比 合理。通过专家论证和从南通过

江车辆快速增长现实出发， 有 取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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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11 月赴日考察 , 和日本桥梁专家

交流。左侧为中方，右起 : 中交公规院张喜刚

院长、张振刚、南通市交通局田孝发总工程师

方案。”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多管 下，终

于解决了桥 比选问题。

三

建设过江通道，资金从 里来

开始时我们设想大力招商， 取利用

外资。1993年在香港和新加 ，过江通道

筹建处先后发布了《长江第一 道 资指

南》。项目一发布，大 两岸密切关 ，

日本大成建设、鹿岛建设、新日 、川

重工，我国台 台塑、东怡 建，香港恒

基、长江实业香港三江以及美国 利、英

国特法佳等公司 来南通考 。1993年
在伦敦举办外 展会时，应英国特法佳公

司邀 ，我们还去了英法海 道建设工

地，考 建设中的 道和BOT筹资模

式 1999年我和中交公规院张喜刚院长等

专程去日本考 本州四国交通联络线的

海桥 工程，并就日元特别 款事项，

访了新日 和川 重工总部。

虽然通过我们 年 实开展 资方案

研究,并努力向省、部汇报，扩大了南通

过江通道项目的影响，但是要 进外资走

合资建设的路，其时 长 要地方拿那么

多钱，根本不可能 而要用国家资金，当

时国家要办的事情 多，建设资金非常

张。建设资金来源问题不解决，项目是不

会批 的，真是一 路 。

随着项目定位问题的 步解决，江苏

省内又有了 扬大桥筹资方案可参照，解

决 资问题 有了 目。1998年，中央

三号文 提出扩大内需的发展方 ，国家

决定加快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过去国家对

基建项目宏观调控一直 ，现在“天”

开 资政策， 资向基础设施 ，支持

上好项目。我们这 年的前期工作发挥了

作用,南通过江通道项目 上了大发展、

上项目的历史性机 !经过部、省的多次

研商，苏通大桥项目资本金由部、省和苏

州、南通两市共同筹集。国家计委在项目

立项批文中还同意使用日元特别 款，给

了使用外汇的政策。

解决项目路网规划、桥 比选、

资筹措那样，回 八年为苏通大桥立项奋

斗，在江苏省和南通市委、市政府领导

下，我们真是过五关斩六将：

从南通市先期开展工作，到过江通道

项目 步成为大江两岸苏州、南通两市的

共同目标，成为部、省项目，部、省、市

共同筹措苏通大桥项目资本金

从上海长江口越江通道开展软 题研

究先声夺人，到上海 明通道和江苏南通

通道功能互补，都有必要，苏通大桥先建

从江苏省的地方过江通道，到定位为

国道沈海高速的长江过江段

从设想 道方案开始前期研究,到最

后上报大桥方案

从省、部预 到上报国家计委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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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我珍藏  感恩清华
○袁 帆 1975

岁月更 ，风云激变。处在纪念改革

开放40周年和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节

点上，清华大学1975级也迎来了毕业40周

年的大庆。1975级在清华历史上 定要留

下 重的一笔，那是 为我们曾经亲身见

证了一个伟大的历史 。我们入学时的

1975年，党和国家正在面 前途命运的生

择。而当1979年我们毕业的时候，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开启了伟大 的

幕，历史的航 载着我们驶入了华夏文

明 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开放与改革

我是个收藏爱好者，在我的清华珍

藏中，有一张1979年4月26日出版的《新

清华》报。在头版显著位置有一 报道

《七五届毕业生走上工作 位》，真实地

了清华这一届“五字班”特点，其中

就说道：

最后报国务院办公会批 等等。

江苏省和南通市各方面通力合作、坚

持不 ，一步步打通了立项之路。2001年
5月30日，苏通大桥项目 国家扩大内需

的东风,以国家综合实力增强为后 ，集

天时、地利、人和之大成，在国务院第39
次常务会议上顺利通过。2001年6月22日,
国家计委发文批 江苏苏通长江公路大桥

立项。2008年7月，创下四项世界之最的

苏通大桥建成通车，一桥 架，天 变通

途。2018年7月，苏通大桥通车10年，日

均车流量超过12万辆 2018年南通GDP列
全国城市 名第20位。

情寄大桥，填打 词一首，纪念这段

的奋斗历程：

跨越天堑
——喜悉国家批准苏通大桥立项有感

跨越天堑,百年期盼,千年夙梦。
忆立项攻关,抢抓机遇;埋头斩棘,八载
苦功。异想隧道 ,天开大桥 ,接轨沪
苏共时空。通车日,看金桥盖世,八达
四通。

江海风景如画,绘宏图崇川辈英
雄。昔范公先忧,治理江海;啬翁兴业,
模范江东。改革开放,苏通儿女,一桥
飞架征程荣。从头越,驾江风海涛,崛
起苏中。

袁帆学长（右）接受范宝龙馆长颁发的捐

赠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