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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 月 2 日是沈钧儒先生

诞辰 150 周年纪念日。沈钧儒先

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

义者，著名的法学教育家和律师，

中 国 民 主 同 盟 的 杰 出 领 导 人 ，

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他一生

崇尚民主、追求法治，为民族独立、

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献出了毕生

精力，为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

作出了不朽贡献。

一、追求进步的清末进士、
投身革命的法学教育家

沈钧儒先生 1875 年 1 月 2 日出生于苏州一

个封建士大夫家庭。他自幼接受系统的传统文

化教育，先后中秀才、举人，1904 年赴北京应殿

试，得赐进士出身，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批进

士之一。1905 年秋，他赴日本进入东京私立法政

大学法政速成科政治部学习。在日学习期间，沈

钧儒先生目睹了日本维新变法后国力增强，并受

同期在日本的改良派人士影响，认为君主立宪制

度可以振兴中国。

1907 年，沈钧儒先生卒业回国，时值国内立

宪运动兴起。为督促清廷尽快真正立宪，他与熊

范舆、雷光宇等人联合百余人向清政府递呈了

《民选议院请愿书》，要求召开民选议会，为君主

立宪做先行准备。这是第一份要求召开国会的

请愿书，并公开在《中国新报》等报纸上发表，产

生了很大社会影响，成为日后国会请愿运动的先

导。在清政府统治的最后几年里，沈钧儒先生多

次组织参与国会请愿运动，积累了较高的社会声

望和影响。1908 年底，他受命筹备浙江省谘议局

并于 1909 年当选为副议长。任职期间，他提出

《收回宝石山、莫干山地亩以保内地主权案》，维

护国家领土不受外国人侵占，当时有记者称赞沈

钧儒先生是议员中为数不多的“立言得体要，最

为明白事理者”。他还和陈叔通一起，申请创办

了中国第一个私立法专学校，任代理校长兼宪法

讲师。在立宪运动中，沈钧儒先生结交了各方面

人士，逐渐看清了清政府是假立宪之名、行专制

之实，促使他的政治思想从立宪转向革命。

1911 年 10 月，武昌起义引发了全国性的革

命浪潮。沈钧儒先生在杭州为革命党人推翻清

政府做了政治方面的筹备工作。起义爆发时，他

亲手降下浙江省谘议局悬挂的龙旗，与马叙伦等

通电全国，宣告浙江独立。辛亥革命后，沈钧儒

先生加入了统一共和党与中国同盟会，参与筹备

了民宪党，希冀通过发展政党来建立民主共和的

议会政治。在倒袁活动、护法运动、反对曹锟贿

选等政治活动中，都能看到他奔走呼号的身影。

军阀混战下民国政治一片混乱，沈钧儒先生所追

求和期待的民主法治之路愈加艰难。随着这一

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五四运动的影响，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沈钧儒先生开

始广泛阅读和研究相关著作，为日后与中国共产

党携手前行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27 年 2 月，北伐军攻克杭州后，沈钧儒先生

被任命为浙江省临时政府政务委员会秘书长。浙

江省临时政府诞生于国共第一次合作，省政府代

理主席由共产党员宣中华担任，沈钧儒先生在工

作中与其“交换意见，密切协商合作，至为融洽”，

进一步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为革命奋斗、为人民

服务的志向。此时国民党反共活动已很明显，内

部斗争激烈，沈钧儒先生始终立场分明，坚定地支

持国共合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夜，国民党暴

力解散浙江省临时政府。4 月 14 日，沈钧儒先生

因被判定为亲共分子也被拘捕，蒋介石本欲将其

枪决，后顾虑其社会声望，最终予以释放。

二、英勇无畏的爱国民主
人士、奔走救国的政治活动家

沈钧儒先生出狱后回到上海，担任上海法科

大学（后改名为上海法学院）教务长，同时是执业

律师。他多次秘密支持革命事业，遇有被国民党

逮捕的进步人士必奔走营救。1929 年 12 月，沈

钧儒先生加入中国革命互济会，积极募捐并营救

白色恐怖严重时期的被捕人士。在担任上海法

科大学教务长时，他尽其所能保护进步力量，聘

任的教师多为进步人士，其中包括中共地下党

员。1933 年，他参加了宋庆龄、鲁迅等组织的中

国民权保障同盟，参与营救了共产国际联络人牛

兰夫妇，共产党员陈赓、罗登贤等人。沈钧儒先

生对冤狱或无力负担讼费者常做义务辩护，以敢

于主持正义、不畏豪强而享誉律师界。1934 年，

他当选为全国律师协会常务执监委员，要求国民

党政府制定“冤狱赔偿法”，实行冤狱赔偿制度，

在国民党独裁统治下力争维护人权与司法公正。

1932 年 1 月 28 日，淞沪抗战爆发。沈钧儒先

生在上海律师公会名义下，通过经济委员会等基

金团体援助十九路军，支持抗日；组织学校师生

拯救伤兵，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作为慰劳十九路

军的物品收捐所。1935 年，随着中国共产党发表

“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北平学生

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全国掀起了全

民抗日救国新高潮。受此影响，1936 年 1 月 28
日，在纪念淞沪抗战四周年大会上，沈钧儒先生

等抗日救国人士发起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

会。散会后，这位已经 61 岁的老人，同与会人员

一起步行至淞沪抗战无名英雄墓前祭奠，并带领

大家庄严宣誓：“我们一定继承抗日救亡遗志，为

争取民族解放而奋斗到底！”5 月 31 日，沈钧儒先

生同宋庆龄、马相伯、章乃器等人号召成立了全

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兼任组织

部长。9 月 18 日，毛泽东致信沈钧儒等人，对他

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表达“无限的

敬 意 ”并 表 示 愿 意 共 同 进 行 抗 日 救 国 斗 争 。 7
月，中共中央成立上海办事处并委派胡愈之联系

救国会，沈钧儒先生从此正式与中国共产党有了

组织上的联系。他带领救国会协助中国共产党

进行了大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掩护

了许多共产党员免遭迫害。

全国各界救国会成立后，遭到国民党政府的

严重不满。沈钧儒先生受到诸多打压与威胁，但

他毫不屈服，仍然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抗日

救国运动。他曾表示：“要参加（救国会）就要准

备坐牢房，甚至砍头。否则就不参加。”1936 年

11 月 23 日，国民党当局秘密非法拘捕沈钧儒、章

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全

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

“七君子”事件。这一“救国有罪”的政治冤狱激

起了人们的极大义愤，全国各方面人士开展了声

势浩大的营救运动，要求立即将沈钧儒先生等人

无罪释放。国民党当局顽固坚持“爱国运动危害

民国”的论调，对沈钧儒等人提起公诉。国民党

当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各界人士的强烈反

对。1937 年 6 月 25 日，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

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

响，各界知名人士纷纷签名要求“爱国入狱”，给

国民党当局以强大的政治压力。7 月 31 日，国民

党当局不得不停止羁押，将“七君子”交保释放。

三、中国民主同盟的杰出
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
战友

1939 年冬至 1940 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

第一次反共高潮，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联

合各方人士团结抗日，1939 年 11 月，沈钧儒先生

与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等发起成立了统

一建国同志会。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爆发。黄

炎培、梁漱溟等一些党派负责人及张澜等社会贤

达人士“深感为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于

是年 3 月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组建了中

国民主政团同盟。沈钧儒先生原为创议人之一，

但因他和救国会同共产党关系密切，恐遭国民党

反对，民主政团同盟让他暂缓参加。沈钧儒先生

顾全大局，仍积极支持民主政团同盟从事的民主

运动。1942 年，沈钧儒先生率救国会加入中国民

主政团同盟，救国会成为民主政团同盟的“三党

三派”之一。1944 年 9 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

名为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先生当选为民盟中央

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

民盟的团结抗日力量、争取民主政治的活动里，

继续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他的救国理念和政

治实践也日益向中国共产党靠拢。

1946 年 1 月 ，沈钧儒先生作为民盟代表之

一，出席了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

议。在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共

同努力下，这次会议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

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案五

项协议。但国民党政府很快制造了一系列破坏

和平民主的暴力事件，沈钧儒先生极度愤慨，公

开演说以谴责国民党蓄意破坏政协决议的行为。

5 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沈钧儒先生也由重庆

回到上海，参加民盟总部的领导工作，并与黄炎

培、梁漱溟等代表民盟斡旋国共和谈。国民党一

方面进行“和谈”，一方面调集重兵进攻中原解放

区，后又单方面召开“制宪国大”，关闭和谈大门，

“改组”政府以维护独裁统治。沈钧儒先生坚决

反对国民党公然推翻政协决议的行径，在公开讲

话中指出：“国民党改组政府是继续内战，出卖民

族利益，是反人民、反民主的内战。”

民盟坚决维护政协决议，表明“绝不参加政

府”，招致国民党当局忌恨。1947 年 10 月 27 日，

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组

织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在国民党

的高压下，民盟总部于 11 月 6 日被迫解散，无法

公开进行政治活动。沈钧儒先生表示：“民盟一

定要搞下去！内地不能公开搞，就到香港去搞。

我已下定决心，非走不可，万不得已时，就是剃掉

胡子也要走。”同张澜等秘商后，沈钧儒先生在中

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离开上海，抵达香港，酝

酿恢复民盟总部，继续展开民主斗争。

到港后，沈钧儒先生多次参加民盟在港中

央执行委员谈话会，否认国民党解散民盟的合

法性，提出在香港恢复民盟总部。他与章伯钧

被推举为召集人，着手筹备召开民盟一届三中

全会。 1948 年 1 月，沈钧儒先生在香港主持召

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了新的政治纲

领和宣言，公开宣布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为

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实现民主、和平、独

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沈钧儒在会议中指

出，“民盟在国共两党之间不能保持中立了，中

间道路也行不通”，要“与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

作”。他在闭幕会上强调，对于民盟确定的新的

政治路线和政治目标，各参会人员应该不畏权

威，将其宣传到各地去。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是

民盟的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点，它抛弃了“中间路

线”，坚定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为

民盟之后参加新政协、参与新政权奠定了思想

和组织基础。

1948 年 4 月 30 日 ，中 共 中 央 发 布“ 五 一 口

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

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

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 月 1 日，毛泽东

致函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

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主持民盟盟务的沈钧

儒，以协商的口吻具体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原则、实施步骤等，对

“五一口号”第五条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5 月 5
日，沈钧儒、章伯钧代表中国民主同盟，与其他民

主党派领袖联名通电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号

召；同时致电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表示

“国族重光，大计亟宜早定”。5 月 8 日，沈钧儒先

生在香港《华商报》举办的“目前形势与新政协”

座谈会上表示，中共的这一号召是和平的、民主

的，明确表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对其建设

性主张的认可与支持。

1948 年 9 月，沈钧儒先生作为第一批北上解

放区的民主人士之一，由香港秘密启程抵达哈尔

滨，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1949 年 6 月，沈钧

儒先生在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并当选为常务

委员会副主任。在筹备会开幕典礼上，他代表民

盟发言时表示：“我们一定要制定出一个能反映

全国人民要求的施政纲领草案，拟定出一套完全

合于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原则的联合政府组

织大纲的草案来，以便顺利地进行新民主主义国

家的建设。”他亲身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

法》和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共同纲领》等的起草工作。他作为民盟代表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见

证了新中国的成立，完成了制定人民宪法、实现

民主政治的夙愿。

1949 年 10 月 1 日，沈钧儒先生被任命为首任

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任期间，沈

钧儒先生倾力建设和完善新中国的司法制度、审

判制度，大力推动健全各级人民法院组织机构、

强化审判工作、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为新中国

人民法院建设作出重要贡献。他还为新中国第

一部法律《婚姻法》和新中国第

一部宪法“五四宪法”的颁布实

施 做 了 大 量 工 作 。 在“ 五 四 宪

法”正式通过后，沈钧儒先生无

限感慨地说：“我从前清以来就

从事宪政运动，在历次运动中不

知花了多少心血，结果都是枉费

心机。今天，在党的领导下，才

看见到社会主义的宪法，是真正

人 民 的 宪 法 ，是 真 正 民 主 的 宪

法。”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

次会议上激动地表示，“我是一个人民的法律工

作者，我要继续同广大人民群众在一起，来竭尽

全力地保卫宪法，并为宪法的实施而认真、积极

地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沈钧儒先生当选为第一、二、

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第一届民盟中央副主席。1955 年 2
月，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先生与世长辞，已是耄耋

之年的沈钧儒先生被推举为代理主席。次年 2
月，沈钧儒先生正式当选民盟中央主席，任主席

直至逝世。他领导民盟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听党

话，跟党走”，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教导大家“为

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

作，并虚心向工农学习”，鼓励大家“活到老，学到

老，做到老”，带领民盟在参加国家文化教育建设

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沈钧儒先生一生几乎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史

上所有的重大革命运动，从毅然放弃封建仕途、

主张君主立宪，到投身革命运动、接受三民主义，

最终向共产党靠拢、信奉马克思主义，他始终为

救国救民倾尽全力，为民主法治不懈奋斗，鞠躬

尽瘁。自五四运动始，沈钧儒先生便开始不断吸

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救国主张。在认

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后，他自始至终

都做到了对中国共产党无比信赖、忠贞不移。他

曾分别于抗战时期的 1939 年、新中国成立后的

1950 年、逝世前的 1962 年三次向中国共产党提

出入党请求，虽然出于统战工作需要未被组织准

许，但在 1963 年元旦招待宴会上，周恩来总理在

祝酒词中特别提到，“沈老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

帜，他曾经为民主主义、为社会主义奋斗到老”。

这是对沈钧儒先生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而奋斗

一生的最好诠释。

我们纪念沈钧儒先生，就是要学习他热爱祖

国、热爱人民、无私无畏、勇于斗争的精神风范，

学习他崇尚民主、追求法治、探索真理、追求进步

的优秀品格，更要学习他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

作、风雨同舟的坚定政治信念。在长期的革命斗

争中，他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结下了

深厚友谊，成为共产党值得信赖的挚友和诤友。

晚年的沈钧儒先生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更笃。

1962 年参加国庆庆典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问候他的健康状况，散会后亲自扶他同下电梯，

他回家后激动地说到：“我们要永远听毛主席的

话，永远跟中国共产党走。”这既是沈钧儒先生对

后辈的谆谆嘱托，也是民盟对中国共产党紧密追

随、坚决拥护的生动体现。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今天，民主党

派成员应以沈钧儒先生等前辈先贤为楷模，继承

和 发 扬 多 党 合 作 优 良 传 统 ，更 加 紧 密 团 结 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

落实中共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

不移与中国共产党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

起，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伟业而团结奋斗。

追 求 民 主  矢 志 爱 国
—纪念沈钧儒先生诞辰150周年

中央统战部

本报北京 1 月 1 日电   （记者

张天培）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获

悉：2024 年，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

量突破 1800 万人次，达到 1827 万

人次，办理出入境航班 11 万余架

次，同比分别增长 90% 和 76%。其

中 ，全 年 入 出 境 外 国 人 484 万 人

次，同比增长约 125%。

据介绍，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北京口岸共办理免签入境外

国人 92 万人次，为 6.4 万人次符合

入境条件的外籍旅客签发 144 小

时和 240 小时临时入境许可，分别

是 2023 年同期的 4.9 倍与 2.2 倍。

其中，首都国际机场口岸入

境外国人约 191 万人次，免签入境

71 万人次；大兴国际机场口岸入

境外国人约 56 万人次，免签入境

21 万人次。

2024年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突破1800万人次

本版责编：张彦春   吴   凯   孙佩瑾

（上接第一版）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吹响了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的号角，确定了 300 多项重大改革

举措。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政治监

督就跟进到哪里。

“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是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一项重要改革部署。纪

检监察机关积极履行政治监督职责，为新质

生产力发展清障护航。

上海市市北高新技术服务业园区聚集了

一批科技创新企业。上海市静安区纪委监委

走访了解到中小微企业存在有形资产少、融资

难的问题，积极推动职能部门、金融企业履职

尽责，为企业提供个性化融资贷款方案，同时

督促园区加快推进知识产权运维服务体系化

建设。截至目前，已有近 20家企业获得知识产

权质押融资服务，资金难题得到有效解决。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优化

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纪检监察

机关紧密结合地方、部门、行业实际，谋深谋

实政治监督。

山西省文物保护点密度大、数量多、等级

高。山西省纪委监委坚决扛起文化遗产保护

政治监督责任，2024 年组织 10 个专项检查组

并依托 9 个省委巡视组，以纪巡结合方式，开

展全省文物保护利用政治监督专项检查。

围绕中心大局，锚定监督重点。如今，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紧围

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战略部署，针对监督对

象承担的改革任务，列出监督清单，及时跟进

监督，有力推动各级党组织凝心聚力抓落实。

精准化：运用科学方法，
监督有的放矢

开展政治监督，重在精准，也难在精准。

如何及时准确发现突出问题，切实打通党中

央决策部署贯彻执行中的堵点淤点难点，是

对纪检监察机关的重要考验。

冬日暖阳，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双柳段

长江下游的江豚湾，小天鹅、鸬鹚在江面嬉

戏，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

为守好“一江清水”，湖北省纪检监察机

关按照“一地区一主题、一领域一重点”原则，

研究确定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政治监

督清单，明确 17 个监督主题和 90 个监督重点

项 目 ，以 精 细 化 监 督 促 进 长 江 流 域 高 水 平

治理。

2024 年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好贯

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守正创新，坚持

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确保政治监督抓住

要害、有的放矢、取得实效。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把监督保障“校园

餐”健康安全作为重要政治任务，部署开展专

项整治。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聚焦采购招标、

资金管理使用、食品安全和质量、各方责任履

行等关键环节，严查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开

展以来，共查处腐败和作风问题 3.8 万个，给

予党纪政务处分 2.3 万人。

此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聚焦截留私分

集体资金、违规处置集体资产、侵占集体资源

等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开展专项整治。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办案、治理“两手抓”，

一方面严肃惩治一批“蝇贪蚁腐”，另一方面

推动解决一批阻碍农业农村发展的顽瘴痼

疾，推动提升农村集体“三资”监管信息化水

平，努力做到标本兼治。

深化安全生产领域监督执纪问责。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市场监

管总局，推动开展城镇燃气安全问题、电动自

行车安全隐患整治。如今，很多老化燃气管

道得到了更新改造，电动车安全相关标准和

认证体系进一步完善，人民群众享有更多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常态化：抓在经常融入
日常，确保监督质效

西起塔里木盆地、东至松嫩平原西部，一

条横亘西北、华北、东北的万里风沙带，是我

国荒漠化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的攻

坚克难之地。

为筑牢“绿色长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驻自然资源部纪检监察组与 13 个省区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委监委派驻及综合监督

林草部门的纪检监察机构，建立沟通协作机

制，指导各派驻机构发挥近距离、全天候、常

态化优势，强化日常监督、跟进监督，确保工

程建设有力有序推进。

以常态求长效、以长效促长治。2024 年

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坚持把监督贯穿于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全

过程各方面，融入重大发展战略、重要政策举

措、重点项目任务的制定和落实之中，着力健

全政治要件闭环落实机制，建立工作台账，实

行清单管理，常态化开展落实情况“回头看”，

确保全面落实、精准落实、高质量落实。

巡视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安

排。2024 年，根据党中央部署，中央巡视工

作领导小组组织开展两轮巡视，共巡视 68 家

单位。截至目前，二十届中央巡视全覆盖任

务完成率近 50%。

中央巡视组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摆在首要位置，紧

盯权力和责任加强政治监督，深入了解被巡

视党组织履行职能责任、落实重大改革部署、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等情况，

认真查找政治偏差。

巡视既要发现问题，又要推动解决问题。

中央巡视办有关负责人说：“我们把加强巡视

整改作为推动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

务，着力构建覆盖巡视整改全周期的责任体系

和制度流程，研究探索整改评估机制、问责机

制，持续在强化巡视整改上见真章、求实效。”

如今，被巡视党组织更加自觉地把巡视

整改与深化改革结合起来，与全面从严治党

结合起来，与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结合

起来，融入日常工作、融入职能职责。巡视的

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不断增强，以巡促改

促治不断取得新成效。

1 月 1 日，宁扬长江大桥正式通车。宁扬长江大桥位于江苏南京长江四桥与润扬大桥之间，南岸与南京市、

镇江句容市相连，北岸则连接扬州仪征市。大桥按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 100 公里，大桥通

车后，将方便居民出行，助力当地经济发展。图为宁扬长江大桥景色。 孟德龙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