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南站即将迈入高铁时代
明年 1月 5日起，往杭州、厦门等方向可去南站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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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收官， 一系列重量级奖项纷纷揭晓，
上海通信行业勇创佳绩、硕果累累。 “厂区智慧
物流仓储系统建设项目” 入选 2024 年中国
5G+工业互联网“行业典型应用案例”、《5G A2

赋能宝钢智造再升级》获“绽放杯”标杆赛金
奖、《5G+咪咕视频+地铁乘客信息系统融合项
目》获二等奖……上海移动联合垂直行业客户
共同打造多个“5G+”标杆示范获行业肯定。

今年 7月，中国移动和上海市政府共同宣
布启动“上海 5G A2示范之城”建设，作为行动
计划的落地单位，上海移动积极致力于建成全
球规模最大的 5G A2融合基础网络，面向低空
经济、数智交通、数智工厂、数智能源等六大领
域探索 5G-A 融合 AI， 为上海城市数智化转
型及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5G A2”动能。

发挥领跑优势
精心铺就高质量信息高速

去年 10 月，上海市政府印发《上海市进
一步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
（2023-2026 年）》，明确到 2026 年底，初步
建成以 5G-A和万兆光网为标志的全球双万
兆城市。上海移动积极发挥新基建核心优势，
积极践行各项行动计划，建设高质量“双万
兆”网络，推进算网、数网、智网融合，为城市
高质量发展铺设起高品质的信息高速。

“5G-A”是当前最新 5G技术示范，也
是面向 6G演进的提前试点。上海移动率先布
局 5G-A网络，如今，上海移动已在上海市主
城区全面开启 5G-A网络，并于上海马拉松
赛期首次创新性地引入了 5G-A 全程直播。
持续瞄准“建成全球双万兆城市”目标提速加
码，上海移动于年中完成省际 400G OTN建
设，为万兆光网的应用提供坚实的基础，并积
极参与万兆光网关键技术的研发攻关和试点
部署，推动万兆光网技术的不断成熟和普及。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移动面向重点领域开展万
兆应用创新发展的先行先试，推广和验证
50G PON+多端口FTTR-B“全光园区解决
方案”，以万兆驱动赋能新型工业化。
算力作为新的基础能源也为新质生产力

构建提供了重要支撑。上海移动以青浦、临港
为省内算力架构两大核心节点，前瞻性布局智
算资源，助力释放高质量发展新潜能。今年5
月，位于临港的中国移动智算中心（上海）宣布
投产，总体规划超万卡，并全部基于全栈自主可
控的国产化算力，通过大模型和先进的算法引
入为客户提供更加智能、更加个性化的服务。
位于上海青浦的另一核心节点，中国移

动长三角（上海）5G生态谷项目也于上月完
成主体结构封顶，投产后，长三角一体化示范
区数据中心集群将以中国移动长三角 5G 生

态谷作为核心，结合浙江嘉兴数据中心、江苏
汾湖数据中心以及上海临港数据中心，对内
赋能长三角，对外辐射全世界，为国内国际双
循环提供数字基础。

工作专班发力
打造 5G A2示范之城新名片

在第七届进博会期间，上海移动精心打造
的“5G A2四叶草”成为一大看点，也是上海
5G A2示范建设的精彩缩影。积极推动5G应用
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加速器，上海移动面向重
点领域成立工作专班，不断建立建强工作纵队，
汇聚内外力量，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探索
实践工业互联网、低空经济、轨交运营等多领域
5G-A融合AI，持续扩大赋能溢出效应。
当前，工业互联网已成为 5G 应用创新

最活跃的领域。上海移动联合宝山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共同打造 5G A2 智慧钢铁厂示范
项目，针对传统钢铁冶金行业面临的“数据处
理能力慢、设备数据监测难、工序能耗大等”
等痛点，助力搭建“1 张入驻式 5G 专网 +4
大智慧平台 +5大类 83 个应用场景”，并在
此基础上创新叠加“5G A2热轧时序、5G A2

设备健康度监测、5G A2 轧制双碳节能”三
大应用场景模型，实现设备运行稳定性提升、
产线效率提升、能耗下降等。面向传统资源消
耗型重工业船舶行业，上海移动创新探索，为
中远海运重工打造厂区物流“智慧大脑”，在
崇明首创的国内船舶建造及维修领域全作业
流程的智慧物流仓储系统，实现吊驳运联动、
状态可视、业务可管、事件可控，有效提升中
远海运重工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
2024年被称为低空经济元年。上海移动

积极参与“低空维度”5G-A、AI+等新技术
新能力试点实践，助力释放新质引擎动能。上
海移动全力支持公安开展 5G无人机巡检与

应急处置保障，有力支撑大客流疏导，展现上
海重大展会保障现代化水平。在位于金山区
的华东无人机基地，上海移动积极集合低空业
务场景，开展市内及跨海 5G-A低空航线建
设，实践工业园区货物运输和跨海海鲜物流运
输等应用。同时，研究并试点最新5G-A通感
一体技术，实现对基站覆盖范围内无人机的高
度、位置、轨迹动态等精准数据的实时感知，进
一步验证 5G-A低空的通、感、管能力，为推
动典型低空应用场景的先行示范夯实基础。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探索 5G-A

融合AI赋能城市轨交运营，助力提升城市管
理水平和服务质量，让 5G A2数智能量在城
市地下空间涌动。今年，上海移动携手申通地
铁集团打造“5G+咪咕视频 +地铁乘客信息
系统融合项目”，成功攻坚全球最大城轨
5G-A专网应用难题，助力打造 5G 定位、咪
咕视频上地铁大屏、客流大数据等面向地铁
场景的成熟行业应用，实现地铁运营增效。
数智化时代浪潮下，“互联网 +”

“5G+”“AI+”开辟了信息技术融入经济社
会民生的新路径。下阶段，上海移动将继续在
集团公司的统一部署下，在上海市各级政府
的指导下，全面实施“AI+”行动计划、“BA-
SIC6”科创计划、“两个新型”升级计划，全
面赋能千行百业，为上海“五个中心”建设贡
献移动力量。 （尚怡蔚）

勇立潮头 数智向新

上海移动携手共绘“上海 5G A2示范之城”新画卷

| 运力大幅提升

铁路上海站上海南客运车间副
主任吕红梅介绍，明年 1 月 5 日调
图后，旅客前往杭州、宁波、温州、黄
山等短途以及厦门、南昌、郑州、长
沙等中长途方向，可以到上海南站
搭乘高铁。同时，为满足旅客出行需
要，车站保留了重庆、武昌、南宁、广
州等热门方向的普速列车 11 对，
“升级后的上海南站运力大幅提
升，预计日均客流将达到 5 万人
次，较以往增长 40%以上。”
从上海南站开出的列车还能通

过上海南联络线等线路，与沪昆高
铁、沪苏湖高铁等线路连接，进一步
完善上海“1 小时高铁圈”，扩大
“同城效应”和“双城生活”。比如，
要去湖州南浔游玩，可以在上海南
站坐高铁，停靠苏州南站后，就到达
了湖州南浔站，全程 43 分钟，下一
站就是湖州东站。另外一趟列车，经
停盛泽站后直达湖州东站。

| 候车大厅扩容

上海南站是世界首个圆顶透光
火车站，圆形屋顶是其一大特色。昨
天，记者走进南站候车大厅，发现屋
顶已经翻新，更加明亮。
候车室也宽敞了不少。吕红梅

介绍，通过改造，候车大厅增加了约
2500 平方米的有效候车面积，可容

纳旅客数量扩充至 9000 人。
候车大厅内，还增加了自助服

务区、自助充电吧台、智能温控直饮
水等便民服务设施。原来的售票处
也改造升级为综合服务中心，可以
“一窗通办”，跑一个窗口就可以实
现退改签等多种功能。
“心尚”服务工作室也进行了

升级，里面有军人候车区、重点旅客
候车区、儿童游乐区及母婴室，还开
辟了专用检票通道。
24 处卫生间也全新亮相，增加

集无障碍、儿童、母婴护理设施于一
体的“第三卫生间”，引入了新风系
统，洗手有热水供应。
吕红梅介绍，候车大厅的空调

设施也进行了升级，实现精准温控
管理，照明系统同步优化，203 盏白
玉兰灯具熠熠生辉，车站的静态标
识、综合显示系统等都全面焕新，标
识更清晰醒目。
此外，为了减少旅客安检进站

等候时间，原先的 9 台安检仪、20
个实名制验证闸机，增加至 20 台
安检仪、40 个实名制验证闸机，安
检通过能力可提升至 10000 人 /
小时。安检通道旁新设有 4台轿厢
式复位单向门，可以方便携带大件
行李的旅客出站。

| 边运营边改造

上海南站于 2006 年 7 月 1 日

开通运营，至今已有 18 年，年到发
旅客超 3000 万人次，为满足新时
代铁路客站建设及旅客出行需要，
上海南站提档升级改造势在必行。
筑境设计副总工程师金智洋介

绍，本次改造以“保留时代记忆、提
升旅客体验、链接地缘文化、激发区
域活力”为设计理念，融入海派文
化，秉承“站城融合”的视角，对原
来的站房进行了一次创新性设计。
“相比于新建工程，改建项目

往往更复杂、难度更大，而且车站采
用的是‘边运营边施工’的模式，又
给改建增加了难度。”中铁建工项
目经理赵永存表示，近 6 个月的改
造期内，上海南站进行了全面升级
改造，扩能改造进站口、检票口，增
加安检模块和设备、升级软件系统，
优化旅客流线，提高站房内的旅客
流通效率；改造候车区域增加至 1
万平方米，新建商务座候车区、
12306 服务台以及“心尚”服务工
作室；改造升级售票厅、卫生间、站
台等区域以及站房静态标识、综合
显示系统等配套系统，全面提升车
站一体化综合服务水平。
赵永存介绍，改建中首创“装

配滑轨式可移动遮雨棚”结构体
系，高效完成超 6 万平方米屋面阳
光板更换和 4.3 万平方米穿孔铝板
翻新，攻克了全国最大面积的站房
屋面阳光板更新改造难题。

晨报记者 郁文艳

2025年 1 月 5 日起，铁路上海南站将迈入高铁时代，迎来高铁列车。 1
月 5 日实施新列车运行图后，上海南站计划开行列车 118.5 对，较之前增加
31.7%。 其中，高铁列车占比达 60%，主要覆盖杭州、宁波、温州、黄山等短途
以及厦门、南昌、郑州、长沙等中长途方向。

为配合高铁开行，今年 7 月 1 日起，上海南站历经近 6 个月提档升级改
造，目前基本完工。 改造升级后的车站更明亮，候车室扩容，可容纳 9000 人
候车，圆形屋顶、标识系统、厕所等也进行了全面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