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 2月，工程
啟動前，我們挨家挨戶動
員，隔離、疏散了周邊1萬多名
居民。」南京市規劃建設展覽館
副館長劉華，2011年任職南京市
城西片區快速路網改造工程指揮部
新聞宣傳組。他介紹道，爆破由解放
軍理工大學承擔，創造了在城市複雜
環境下實現大體量、大長度高架橋體
拆除的平穩塌落，以及爆破時確保橋
下各種淺埋地下管線、設施和地面各

種結構物安全的世界紀錄，被譽為
「中國第一爆」。
「每一個炸藥怎麼放，都是我親

自去檢查。」解放軍理工大學爆破
專家徐全軍說，前後三次爆破共使
用炸藥 1.933 噸，使用雷管 1萬餘
發，但爆破位置距離附近商舖最近
僅3米。
「這個工程實在是太難了，儘管我

經歷過各種爆破，但是這個工程從各
個方面來講難度都很大。」徐全軍坦

言。自2009年，承擔爆破任
務的解放軍理工大學專門建
造了實體橋墩，反覆做爆破試
驗。因為炸藥量太大，混凝土塊飛
出來的速度會很大，「但是要求保
護明城牆，不能砸壞玻璃。」徐全軍
說，「最難的是橋底地下有38種電
纜管線，都要做到毫髮無損。」
雖然工程難度極高，但參與並完美

完成這項爆破工程已成為徐全軍個人
經歷中最值得回味的一頁。

管線多近民居
難度世間罕見

■■城西幹道的城西幹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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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項目實際立項是在2006年」，
鄒銳說，2005年，南京城西幹道九華山
隧道通車後，「效果很好」，城西幹道
改造便列入南京市建委議事日程，建委
「先後做了20多輪方案」。「但因為高
架橋未達壽命，建委有顧慮。」鄒銳回憶
道，曹克明獲知後就出面積極推動。
2006年至2007年，南京請專業諮詢機構

對此項目做可行性研究，將研究報告徵求各
方意見。「內地行業內權威專家都給予肯
定」，鄒銳表示，項目按程序進行環評等，但是
在社會公示時引發社會輿論高度關注，「江蘇省
委和南京市委主要官員反覆論證取得共識，並數
次去現場調研後決定項目開工，江蘇省在項目經
費上特別給予支持。」
鄒銳表示，媒體更關注反對聲，故引爆輿論。
「那時候，網上一邊倒地認為『誰炸橋誰跟南京人
民過不去』。」當時的媒體在推波助瀾，《華夏時
報》以《南京城西幹道的爆破應當立即叫停》為題
在醒目位置發稿試圖阻擋工程開工。南京有媒體在
網絡做民意調查，96%的民眾反對炸掉城西幹道高
架橋。南京一家三甲醫院機關職員王曉紅說：「老

百姓都認為這個工程就是浪費錢。」
南京市民章建新表示，當時她忍不住上網跟

帖，強烈反對「橋改隧」，章建新說，「那些日
子，每天下了班回家就上網，看帖跟帖，情緒一
直處於激憤狀態。」

還原歷史景觀 城市品質大增
「不過，現在看來，改建隧道的確是早改早

好。」章建新說，改造後，自己多次驅車穿隧道
走城西幹道，「從賽虹橋直下草場門，時速60
碼，近5公里的路程8分鐘走完」，道路兩旁，一
邊是明城牆，一邊是秦淮河，沿線四季有色彩斑
斕的花朵，確實賞心悅目。
東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葉海濤認為，

改造後，去除了高架給人帶來的空間隔絕、肢解
和壓抑感，有效減少汽車噪音和尾氣污染，還原
了明城牆、秦淮河等珍貴的歷史人文景觀和南京
「山水城林」景觀，大幅提升了南京城市品質。
余江說，他家也住在城西幹道邊上，高架橋的

高度正好在二、三層樓的位置，以前家裡每天早
晨桌面上明顯有一層黑色的灰塵，現在「灰沒
了，噪音也沒了，城市環境提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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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以波士頓大開挖為案例講城市建設
的美國教授說：「在中國的南京，正在進
行城西高架橋的爆破改造，這將是世界
城市建設史上又一個經典案例。」但他不
知道南京市民曾義憤填膺地指責這項工程
的主導者「不是治堵，是添堵」。
「2008年，曹書記找我做南京市快速路
網城市改造設計，他提出來時，我覺得
『設想太宏大了』，根本不可能實現。」
余江說，「但曹書記認為，城西幹道是南
京市主城的城脈，沿線有明城牆、秦淮
河，但都被橋擋，而且交通功能不能滿
足需求，該破還是要破，先破後立。」

余江所說的「曹書記」是曾擔任江蘇
省紀委書記14年的曹克明，因屢

破大案而被民間譽為「曹青
天」、「當代包公」。
69歲的曹克明退居
二線後，把全部
感情投注於南

京市城市建設，熱衷研究國外典型城建案
例與最新成就，積極為南京市出謀劃策。

網民批作孽 市長提反對
2009 年南京擬啟動城西幹道「橋改

隧」，「但輿論壓力太大，老百姓從感情
角度接受不了」。余江說：「我能理解，
好比家裡東西還能用，湊合用就是了，
但你把它拆掉，這不是浪費錢嘛！」
當時在網絡上，一篇反對城西幹道改

造的網文《全民反對的惠民工程》，有26
萬點擊量，1,500多個跟帖，帖中「提示」
南京官員「是作孽，是魄力，再想
想！」。「橋改隧」甚至還遭到時任南京
市長、現已落馬的季建業強烈反對。

留城市綠地 保歷史文化
已退休的曹克明通過各種渠道向南京市

建委建議不要在主城區建高架橋，主張修
隧道，他堅持認為高架破壞城市發展和空
間生態，他曾對媒體說：「南京的城東幹
道，如果搞一個高架橋，橋面26米寬，地
上豎兩長排柱子，整個大街就完了。南京
是一座古城，四面是城牆，修地下隧道雖
然花錢多一些，但不佔綠地，不會破壞城
市的歷史文化。」
但當時的南京市民大多數仍持不贊成，

市民與管理者拉鋸式的4年博弈之後，「橋
改隧」也成為南京解放後影響力最大的重
大社會熱點事件。2012年2月，在曹克明的
努力之下，江蘇省政府承擔了這個工程建
設的資金。在全城一片反對聲中炸橋建隧
的工程得以開工。
但工程的成效不得不讓反對者折服，曾

經激烈反對「橋改隧」的張亦農由衷地
說：「不得不承認，曹克明書記就是那類
極少數站在船頭能看到彼岸的人。」錢七
虎也慨歎，「城西幹道變地下路，是好
的，我是支持的！我一再與南京城建集團
講這是對的，曹克明作為一個行政領導能
認識到這一點很不容易。」

錢院士指，中國城市化高潮中，地上空間利用遠遠跟不
上人口的增長，城市建設和發展沿用「攤大餅」式的

粗放模式，不僅消耗土地、能源等資源，還造成環境污染。
錢七虎說：「南京城西幹道『橋改隧』，是對中國未來國情
有預見性的引領項目，為國內同類改造工程探路與示範。」

發展急速 規劃難跟
在內地率先建地下快速路，「第一個吃螃蟹」並非南京具
備「敢為天下先」的勇氣，而是城市發展的迫切需要。時任
南京市規劃局長趙晶夫回憶道，2000年，南京主城西南部
94平方公里的河西新城崛起，由3座高架橋連接的城西幹道
路網因車流量急速增加，出現交通嚴重擁堵，事故頻發，噪
音與空氣污染激增。「原先設計使用壽命為50年的城西幹
道，才使用17年就已不堪重負。」
2012年2月，南京市政府在爭議、反對和質疑聲中，斥資
23億元人民幣，啟動「橋改隧」工程，炸毀3座高架橋，新
建3座隧道，改造1座隧道，建成主線雙向6車道、全長6.13
公里全新的地下快速路，2013年12月31日通車後，實際通
過車輛由每小時4,800輛提高到每小時16,000輛。
上海隧道院城西幹道改造工程項目設計負責人余江說，這
項工程在內地引發矚目並成為示範，深圳黃木崗立交橋、武
漢沌陽高架橋、深圳前海平南鐵路高架灣大橋等類似改造項
目紛紛效仿。

豎井設計 自然排污
「機動車尾氣正逐漸超越工業污染成為城市大氣污染」，
錢七虎說，在交通擁堵的情況下，由於機動車怠速行駛和再
啟動加大了能源消耗和尾氣的排放，「汽車進入地下空間才
可能實現尾氣收集和淨化處理。」
南京市城市建設投資控股集團董事、黨委副書記鄒銳時任
南京市城西片區快速路網改造工程指揮部現場指揮，他說：
「先建城東幹道，再建城西幹道，南京是在內地第一個實現
地下快速路閉環」，他們在隧道內創造性採用分段開口豎井
式設計自然通風，通過隧道內與地表之間形成的負壓，迅速
稀釋並排除隧道內汽車尾氣，減少能耗和隧道斷面尺寸，實
現節能環保，並為今後過濾和無害化處理汽車尾氣預留空
間。「這項成果在江蘇省獲獎，被編制規範在內地推廣」。
城西幹道沿線居民區集中，改建隧道後，鋪築新型降噪路
面，將原高架橋的交通噪聲直接消減在隧道內。鄒銳說：
「我們的多項技術得到國內認同，杭州、武漢、鄭州都來南
京學習。」

炸橋建隧炸橋建隧天地寬天地寬
既護文脈又治堵既護文脈又治堵

動工群情洶湧 完工賞心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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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青天」排眾議 有遠見折服人

交通擁堵、土地緊張、污染加劇、抗災能力降

低等「城市病」已經成為困擾急速發展的中國城

市的重症頑疾。今年6月27日，中外知名院士匯

聚南京「2019中國城市地下空間開發國際高峰論

壇」，集體「會診」「城市病」，7年前南京超

前佈局地下空間，炸高架橋改隧道建地下快速路

的城西幹道「橋改隧」工程，被專家們譽為「世

界城建再生標本」。中國工程院院士錢七虎對香

港文匯報記者指出，造成「城市病」的主要原因

是快速增長的空間需求與有限的城市土地資源間

的矛盾加劇，而開發地下空間是其治本之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旻 南京報道

■曹克明當
年極力建議
南京城西幹
道 「 橋 改
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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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改造前的城西幹道時
常堵車。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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