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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南通人，今天我终于圆
梦，坐上我们参与设计的南通轨道交
通1号线第一趟列车！”昨天，北京城
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
院院长徐速，面对前来采访的记者，欣
慰于南通从此“一脚跨入地铁时代”，
也欣慰于自己的期盼化为现实。

徐速所在的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是北京城建设
计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1958年为
新中国第一条地铁——北京地铁1号
线建设而设立，该院是中国地铁设计

“先行官”，也是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行
业主要标准规范的制定者、中国城市

轨道交通行业技术推动者和引领者。
“我家乡是山东临沂，来通已有5

年。”徐速说，“身为工程师，通过承接包
括轨交在内的多个项目，我和伙伴们一
遍遍触摸着南通未来。有幸见证南通跨
入轨道交通时代，高兴！”

作为“85后”技术骨干的徐速，亲
历长三角的上海、苏州、无锡等地地铁
设计，是南通轨道交通 1号线一期工
程土建6标和系统1标的设计团队负
责人。

南通分院的设计团队成员来自祖国
的天南地北，曾像“候鸟”般穿梭大江南
北；但最后，不约而同地，他们中不少人

都选择在南通置业做“留鸟”，成为扎根
江海平原这块沃土的“新南通人”。“新南
通人”的身份，成为南通分院诸多技术人
员的骄傲。

徐速说，南通集“黄金水道”和“黄金
海岸”于一身，“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在此叠加交汇，前
景广阔。特别是南通这座城市的精细化
管理水平，令人印象深刻。

采访现场，正在和徐速一起研究分
析施工图、选择在开发区幸福天地购房
安家的“新南通人”范存辉，也笑言：“南
通基础教育这么好，我家两个小千金将
来肯定有出息！”

晚报讯 昨天，南通城市轨道
交通1号线正式通车，南通正式迈
入地铁时代。崇川疾控发布健康提
醒：疫情防控不容忽视，市民乘坐地
铁时请做好个人防护，安全出行。

首先，乘坐地铁必须全程佩戴
口罩。乘客进入地铁站范围内必须
佩戴口罩，并且在进站、购票、安检、
进闸、候车、乘车、出闸的全过程佩
戴，中途也请勿摘下。未佩戴口罩
者将不得进入地铁乘车。

同时，主动配合车站测温检
查。在安检点应主动配合进行体
温检测，无异常后才能进站乘
车。配合验码，乘客进站前需展
示“好通码”或“苏康码”，显示绿
码方可进站乘车。请市民乘客在
进站前，提前备好绿码以便工作
人员查验。

为疫情防控，尽量使用“扫码过
闸”等无接触式乘车，建议大家优先
选用扫码等方式乘车，做好自我防
护。进站后尽量前往站台两端，分
散至不同车门候车。同时尽可能拉
大排队间距。先下后上，不扎堆上
下车。

在购票、进站、候车过程中，请
根据一米线引导，主动保持安全距
离。乘车过程中尽量保持距离，分
散乘车。

地铁属于相对密闭空间，为了
降低疫情感染风险，建议大家合理
安排出行时间及路径，错峰出行，避
开早晚高峰、大客流车站和乘客较
多的列车或车厢，尽可能减少人员
聚集。

记者了解到，早在地铁开通
前夕，市卫健部门前期配合制定
疫情防控方案和专项应急预案，组
织了疾控专家开展了轨交1号线的
公共场所卫生学评价工作。对于
乘坐地铁出行，南通市卫健委疾
病预防控制处副处长宋玥提醒：

“鉴于当前依旧严峻复杂的防疫形
势，还是建议广大市民在出行时
能够做好个人防护，包括全程规范
佩戴好口罩、主动配合车站工作人
员进站扫描场所码、出示有效期
内的核酸检测证明、测量体温等
等。乘车期间减少非必要的一些
物体表面接触，尽量不要跨车厢
随意走动。”

记者冯启榕

他们因地铁设计建设与南通结缘，他们由异乡人成为新南通人——

与这座城市朝着梦想一起飞奔
昨天，迎着初升的朝阳，南通迈入地铁时代。鲜为人知的是，一位

又一位参与南通轨道交通设计和施工的外地员工，他们选择了在南通

安居乐业，看好南通的未来。

看到南通轨道交通1号线顺利通
车，和广大建设者一起圆满完成施工
任务的新南通人张成栋，心里比吃了
蜜还甜。

今年38岁的张成栋是辽宁大连
人，满族，毕业于黑龙江工程学院，现
在在南通城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工程
管理部负责盾构施工管理及项目管理
工作。他的爱人也是满族，辽宁抚顺
人，原来在杭州的浙江天正设计院工
作，后辞职随张成栋来到南通定居，在
开发区境内的惠生（南通）重工有限公
司从事船舶设计。

荣获“南通市五一劳动奖章”的张

成栋，自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地铁车站
及盾构施工管理工作，为1、2号线盾构
的198次安全始发、接收和98公里顺利
掘进提供重要技术支持，由此成为南通
轨道交通工程盾构专家。

“来通5年多，南通这座城市深深吸
引着我。”张成栋心有感慨，“我原来在中
铁十二局工作，工作11年参与了七座城
市的地铁建设，一路漂泊，往往是一座城
市的项目一结束就转入另一座城市的项
目，爱人和孩子也跟着我东奔西走。在
苏州轨道交通公司工作时，我无意中了
解到南通正准备开建城市轨道交通，我
想抓住这个机会，满足内心强烈的参与

感、与南通同发展的成就感！事实证明，
我选择对了！”

从助力“枢纽交通”大发展的异乡
人，到最终在南通新城区置业落户的新
南通人，张成栋说，他实现了事业和生活
上的全新蝶变。

王海峰、武文龙、乔玉泽，侯涛、徐
笑云、刘增辉，朱晋淮、秦杰、张望、李梦
宇……仅仅在南通铁建构件公司这一
家单位，就有众多参与南通轨道交通建设
的外地员工选择了在南通安居乐业。他
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随着南通跨入
地铁时代，我们更加看好南通的未来！

本报记者周朝晖

随着轨道交通1号线正式开通，
南通迈向地铁时代。在崇川置业安家
的新南通人们更有别样感受。

“作为中铁十二局委派人员，我协
助领导筹备了南通铁建建设构件有限
公司前期工作。”说起自身经历，今年
31岁、毕业于黑龙江科技大学会计学
专业的山西忻州人秦杰，感受尤深。

“南通铁建构件”由南通城建集团
和中铁十二局联合组建，公司自2018
年投产以来，为南通城市轨道交通1、
2号线生产内径5.5米、外径6.2米的

盾构管片5.3万余环，合计约64公里；轨
交1、2号线所需全部轨枕25万多根，均
由该公司生产。

在南通买房、娶妻、生娃……南通
铁建构件的员工们大多在这里安家，都
成了助力枢纽交通大发展的新南通人。

“在南通，每年都有不一样的感受。
一遇为难事，当地的朋友和同事都会义不
容辞地热情相助。”秦杰对此深有体会。

一次次被吸引、被感动，最终让秦杰
决定留下，真正融入这座城市。“我爱人
是安徽人，是在南通结识的。婚后，我们

决定定居南通，选择在苏锡通园区云锦
雅苑购房安家。”秦杰说，“南通是全国知
名长寿之乡，落户南通，也让我们沾上

‘仙气’和‘福气’！”
另一名新南通人、来自山西吕梁的

任淑霞，在公司负责办公室工作，也定居
在开发区。

任淑霞说：“南通是一只成长性极强
‘潜力股’，优质丰富的教育资源、特色
鲜明的生态环境，热情好客的街坊邻
居……这些‘心头好’，让我和爱人打心
眼儿里把南通视为‘第二故乡’！”

圆梦 新南通人身份成为心中骄傲

徐速（左）研究图纸。记者周朝晖 任淑霞（右）和她的丈夫在一起。 张成栋幸福的一家。（受访者供图）

崇川疾控：

乘坐地铁
做好疫情防控

感受 我们打心眼儿爱上第二故乡

体验 事实证明当初的选择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