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今年重大项目投资计划发布，给美好生活带来无限想象

1766颗“种子”构筑星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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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长沙将离世界更“近”

1月26日，开福区湘雅路与湘江
中路交叉口的湘雅路过江通道项目
盾构接井内，“星盛号” 盾构机的巨
大刀盘破墙而出， 标志着长沙湘雅
路过江通道北线隧道顺利贯通。

“早高峰堵、晚高峰也堵，每天
上下班的时间成本太高了！” 家住
开福区四季阳光花城的刘敏，在河
西某公司上班，对她来说，每天最
痛苦的事就是过河。“期待隧道早
日竣工开通， 那样每天上下班，就
多了一个选择，不用再从营盘路隧
道、银盆岭大桥绕行，将极大地方
便大家出行。”

湘雅路过江通道位于三一大道
与营盘路之间， 通车后将有效缓解
河东、河西两岸的过江拥堵压力。

除了湘雅路过江通道外，长沙
机场改扩建工程、椒花水库、南北
横线、长株潭城际轨道交通西环线
一期工程、暮坪湘江特大桥、香炉
洲大桥、兴联路大桥、新建一百公
里轨道线路等入选长沙十大基础
设施项目。而今年的“小目标”是加
快1号线北延一期、2号线西延二
期、6号线东延段、7号线一期、磁浮
东延线建设，力争实现6号线、比亚
迪云巴载客运营。

“今天的项目，就是明天的发展。”虎年首个工作日，长沙188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吹响项目建设的
“冲锋号”。

但这并非今年长沙项目的全部。根据长沙市委、市政府印发的《长沙市2022年重大项目投资计划》，
长沙共铺排重大项目1766个，还推进“五个十大”项目建设。

铺排1766个重大项目，相当于播下1766颗“希望的种子”，给长沙种下了无限可能，也带给长沙无限
想象。未来长沙会“长”成啥样？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李成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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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

完成国家综合交通枢纽中心建设

《长沙市2022年推进“五个十
大”工程工作方案》明确，长沙将加
快建设对外交通网， 统筹推进轨道
交通网，完善长沙市域道路网，构建
内畅外联的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此外，长沙市近日发布的《关于
加快建设国家综合交通枢纽中心的
实施意见》还提出，经过5年努力，长
沙全面完成国家综合交通枢纽中心
建设， 基本具备建设国际性综合交
通枢纽城市的条件， 全面服务和保
障现代化新长沙建设。

航空、高铁、轨道交通、磁浮无
缝衔接，航空枢纽联通世界、铁路枢
纽辐射全国、城际路网越加快捷、长
沙港枢纽功能提升……未来， 长沙
将离世界更“近”。

规划

未来，长沙社区“颜值”将更高

在长沙河西月亮岛不远处，长沙市第四医院
滨水新城院区已初具规模。刘雯夫妇研究生毕业
后选择留在长沙，两口子上有老下有小，优质的
医疗资源配置是他们置业优先考虑因素。经过考
察，他们决定在月亮岛安家，“三甲医院都建到了
家门口，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学位、床位、车位、厕位、梯位”，事事关切民
生，桩桩连着民心。前不久，省统计局所做的民意
调查显示，2021年，我省社会治安、公共服务、环
境和教育四大民生领域改善较为明显。

广厦千万为民生。长沙2016年起启动的社区
全面提质提档三年行动计划，不仅让社区“颜值”
更高，民生服务也更有深度与温度，居民幸福感
在家门口大升级，并且还将持续升级。

【公共服务】

规划

重点推进十大公共服务项目

今年， 长沙将重点推进十大公共服务设施项
目，增强公共服务弱项、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持续
推进社会民生领域项目建设。

这十大公共服务设施项目包括长沙奥体中
心， 市妇幼保健院河西分院， 观沙岭城市更新片
区，长株潭绿心地区中央公园绿道，长沙市第四工
人文化宫，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
心，湘江、浏阳河百里画廊（麓山景区索道及旅游
配套设施提质升级），汉长沙国考古遗址公园以及
“五位”优化工程。

根据计划， 长沙今年还将新建扩建义务教育
学校25所、高中2所、幼儿园30所，新增基础教育学
位50000个。预计新增医疗床位2500余张。新改建
停车场270座、新增停车位18万个。改建农村无害
化公厕6000座，新建公厕80座、提质改造200座。为
全市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900台。

孩子有学位、生病有床位、停车有车位、内急
有厕位、上楼有梯位……这，就是最美好的生活。

未来，长沙城市将更“智能”

在虎年首个工作日集中开工的众多重大项目中，
湘江智能网联产业园格外引人注目。其中，智能网联
汽车检验检测总部及产业孵化基地为首开项目。

作为长沙未来5年十个重大引领性产业项目之一，
也是湖南湘江新区“五个十大” 中的十大百亿项目之
一，其定位为全球智能网联产业高地、全国智慧双碳品
质新城、湖南先进制造赋能中心、长株潭融合发展排头
兵、新区创新发展引擎和未来智慧生活首发地。

“走出门，打开手机就可以了解公交车到站、人数
情况，也可以选择叫一辆无人驾驶出租车；道路上，无
人驾驶环卫车正在有序作业。” 湘江智能科技创新中
心智能研发负责人李润东描绘长沙市民未来更智能、
更便捷的出行方式。

【智慧城市】

规划

构建“一脑赋能、数惠全城”新格局

除了出行方式，市民的其他生活也将越来越智慧。
早上7点10分，直奔菜市场买菜，在一个肉摊前掏

出手机扫一下，猪肉信息全部出来了，质量有保障，买
得很安心；10点， 吃过早饭送完孙子上学后和老伴来
到附近地铁站，准备坐地铁去公园遛遛弯，他们掏出
手机，打开“我的长沙”APP扫码乘车一键搞定；16点，
打开手机上的智慧教育小程序实时查看孙子的状态，
他算好时间准备去学校接孙子放学……这是长沙市
民李建国每天的“智能”生活剪影。

李建国这样的“智能”生活离不开长沙智慧城市建
设。2021年12月20日，长沙正式发布上线“长沙城市超级
大脑1.0”。作为智慧城市核心基础设施，“城市大脑”已向
全市发布智能中枢能力清单187项，联通全市各级政务部
门信息系统356个、汇聚各领域数据144亿多条，在数字治
理、数字惠民、数字抗疫等领域均发挥了关键支撑作用。

在长沙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将加快新型智慧城
市示范城市建设，构建“一脑赋能、数惠全城”新格局，
让城市越来越智慧。

2月24日，在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沙测试区，正进行智能网联汽车测试。 通讯员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