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万铁路全线长 818 公里，
平顶山段中的这 13 公里何以走
在了河南段和全段的前面先期开
工？10月27日，市铁路办有关负
责人说，原因主要有三个。

首先，郑万铁路平顶山段东
西线之争戛然而止。在省委、省
政府及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郑万铁路平顶山段改走西线
已成定局，在平顶山区域内的大
方向已不能再更改，即使是线路
进行微小的调整，平顶山也基本
上不会再受影响。

其次，这13公里路段的前期工
作做得最扎实。铁路建设一般要
经过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四个阶段。
在这四个阶段中，每个阶段又分为

三个环节，一是中国铁路总公司对
郑万铁路河南段的审查；二是中国
铁路总公司对郑万铁路全线的审
查；三是国家发改委对郑万铁路全
线的审查。每一个环节都要召开
若干次论证会，充分听取、吸收来
自各方的意见。在整条铁路的工
作进展上，河南段快于全线、平顶
山段快于河南段、平顶山段的这13
公里又快于平顶山段。截至目前，
郑万铁路全线才批到可行性研究
报告上，也就是第二阶段上，而平顶
山段这13公里已完成了初步设计
图和施工图的批复，即四个阶段已
全部走完，具备了开工条件。

第三个原因是，从平顶山西
站到张良镇跨南水北调干渠特大
桥是全线的标志性工程，存在施

工期长、难度大等特点，需要先期
开工。按照可研报告，跨南水北
调干渠特大桥全长 13831.4 米。
为争取工程早日开工，省铁路办、
省南水北调办和市铁路办多次带
领勘察设计部门到张良镇南水北
调干渠现场踏勘，协调工程设计
方案。市铁路办积极作为，工程
方案研究报告、施工图及施工组
织方案在短时间内顺利通过国
务院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管
理局评审。国土资源部为支持
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使建设工
程尽快开工，及时复函省国土资
源厅同意张良镇跨南水北调干
渠特大桥先行用地24.4389公顷，
为工程先期开工创造了条件。

（本报记者 吴学清）

平顶山段为何能在全段先期开工？

郑万铁路要从平顶山过，并在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设站，高铁站周
边区域将如何建设？10 月 25 日，
市城乡规划局负责人介绍了有关
情况。

这名负责人说，郑万铁路平顶
山西站周边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
及城市设计方案的规划范围为：西
起焦枝铁路，东至冬勤路（新城
区），北起孟宝铁路，南至应河，总
面积约37.4平方公里。

中标设计单位上海同济城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的方案显示，该区
域主体定位是平顶山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的核心区，功能定位是带动
区域发展的综合型交通枢纽与物

流中心、促进产业转型的复合型产
城融合先导区、彰显地域特色的生
态型人文宜居示范区。规划结构
是一核带四点、一轴串两区、一河
织五廊。一核，高铁站综合枢纽
核；四点，生产性综合服务中心、健
康医养中心、生活性综合服务中
心、文化旅游中心四个特色功能中
心节点；一轴，龙翔-新宝大道及
轨道交通一号线形成的城市发展
轴；两区，文旅医养与科教创新区

（东区）、高铁枢纽与现代产业区
（西区）；一河，以应河为脉的山水
生态景观带；五廊，五条纵向延展
的绿色生态廊道。

规划区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约

3317公顷，其中绿地与广场用地占
比高达25%；规划居住人口约27万
人、就业人口约30万人。

按照规划，平顶山西站东侧将
建设美丽的东广场并在西侧预留
了西广场用地。东广场片区设计
呈现四大特征：多元复合的商贸休
闲区、绿色开放的商业
活力街、地域
特色的文化体
验坊、快捷高效
的网络立体城。

在东区的生
活性综合服务中
心，采取内外圈层
的发展模式，以轨

道交通站点为支撑，强调高强度立
体化的综合开发和公交换乘的设
施配套，结合绿地公园，形成内外
圈层的空间布局形式：内圈层环绕
布局商业购物、文化娱乐、强体健
身等城市公共服务功能，外圈层主
要布置社区和少量开发住宅区。

值得一提的是，规划以
应国古墓遗址为核心，依
托轨道交通站点，环绕式
布局欢乐岛主题公
园、文化风情小镇、
滍阳古镇三大
特色主题文
化 旅 游 项
目 ，联 动 香
山 寺 、白 龟
湖景区，成为
提升平顶山
文化旅游发
展的重要节
点 。 （本
报 记 者
吴 学
清）

平顶山的铁路历史，你了解
多少？值此郑万铁路平顶山段
中的 13公里在全段先期开工之
际，记者走进市政府史志办，为
你打开这一段尘封的记忆。

据《平顶山市志》记载，平顶
山市境内国家铁路孟平线始建于
1956年，主要承担平顶山市建设
所用物资、设备和原煤外运任务。

1969 年 10 月，孟平线从 57
公里+200 米处改线南移，向西
延伸到宝丰县，成为孟宝线。

1970年7月，焦枝铁路建成
通车，孟宝线成为连接京广、焦
枝两条铁路干线的联网线。

至此，平顶山市境内国家铁
路有孟宝、焦枝两线，正线总长
192.9公里。

矿区铁路位于孟宝线西段
北侧，横贯市区，属于煤矿专用
铁路，共有24个车站、10多条专
用支线，是平顶山地区铁路运输
的重要组成部分。

舞阳钢铁公司、姚电公司、
轨枕厂、神马帘子布公司等单位
都建有铁路支线，与国家铁路或
矿区铁路相通。这些厂矿专用
铁路与国家铁路，组成了平顶山
境内的铁路运输网。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我市境
内又将新增一条东西向铁路运输
大通道。目前，这条途经郏县名
为三洋的铁路（三门峡-江苏洋口
港）正在建设，先期开工的郏县黄
道至禹州段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90%以上，有望年内建成。

三洋铁路西起三门峡，经
洛阳、汝州进入郏县后，经许
昌、周口、鹿邑、商丘进入安徽，
止于江苏省如东县洋口港。三
洋铁路平顶山段途经郏县茨
芭、黄道、安良 3 个镇，设黄道
和安良两个站。该铁路定位为
货运铁路。

（本报记者 吴学清）

平顶山铁路
发展史

郑万铁路给平顶山的经济
带来了什么？平顶山经济又该
如何伸开双臂去拥抱高铁？10
月 26 日，记者就这一问题专门
采访了对平顶山转型发展有深
入研究的经济专家连胜安。

连胜安现任国家统计局平
顶山调查队队长，市社会经济调
查局局长，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硕
士生导师，河南城建学院、平顶
山市委党校兼职教授，是我市知
名的学者型、专家型干部。

连胜安说，郑万铁路的兴建
与开通，将为平顶山的经济社会
发展带来强劲的动力，而且其叠
加效应会越来越明显。主要表
现在：

一是弥补平顶山在铁路客
运交通上的“短板”。平顶山交
通运输过往的兴旺与发达主要
体现在以煤炭等硬资源为主的
铁路货物运输上。随着经济发
展引擎由硬资源向软资源的转
变，以人为载体的包含信息、科
技、金融等在内的软资源的流动
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而以客运为主的高铁将极大地
提升平顶山的客运能力和水平，
为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力。

二是改变平顶山的交通运
输格局。从地理空间上看，以客
流运输为载体，伴随着科技、信
息等要素流动的西部客运核心，

与东部以货物运输为主的现代
物流核心形成互补，使平顶山的
交通运输格局更趋合理，功能也
更加完善。

三是提升城乡一体化建设
水平。从外部来看，平顶山与外
部的经济联系将会更加紧密，与
郑州、许昌等中原城市群乃至更
广的范围经济体的协同发展也
会更加同步。从内部来看，将会
有力地推动沿线各县区的城乡
一体化融合，宝丰等地的融城迫
在眉睫。

四是为生产要素的聚集和
快速流动提供可能。高铁所产
生的巨大“人气”和“汇聚效应”，
将促进高铁沿线新城区、新工业
区不断涌现，改变平顶山的“经
济版图”。高铁所创造的同城效
应，将使沿线城市功能进一步完
善，催生城市发展新增长点的形
成。

五是直接和间接影响人们生
活。高铁发车密度大，速度快，安
全舒适，将为平顶山提供最快捷
简便的出行方式；其“同城化”效
应也将改变人们的生活。

连胜安说，在欢欣鼓舞的同
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高
铁效应是一把“双刃剑”，既有

“同城效应”也有“虹吸效应”（即
生产要素流向一线城市）。因
此，我们要站在新的起点上，做

好迎接高铁来临的各项准备。
一是大力推进经济转型升

级。从平顶山市的现实情况来
看，应大力推进现代制造业以及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推动产业调
整和经济转型，使之与高铁互融
互通，显现整体效应。

二是加快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核心区建设，推动宝丰等地融
城发展，拓展发展空间，完善区
域功能，为平顶山的长远发展提
供足够的战略空间。

三是加快推进“三圈”建设：
加快推进高铁圈建设，做好高铁
站点区域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
与完善；加快构建现代服务业
圈；稳步打造生态宜居圈。

四是加快构建现代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加快规划建设集
客运专线、城市轻轨、公路、公交
于一体的综合交通体系，推进高
铁站“零换乘”。不仅是新城区
与老城区的交通对接，还包括各
县区、尧山等旅游区与高铁的交
通规划与建设，要尽快拿出规
划，做好承接准备。

五是利用高铁旅游效应，经
营好平顶山的旅游资源。进一
步坚定实施“旅游强市”战略，充
分挖掘旅游资源，加强基础建
设，营造良好环境，提升服务品
质，吸引国内外游客来平顶山旅
游。 （本报记者 吴学清）

——访市社会经济调查局局长连胜安

高铁开工意义重大 效应显现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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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万铁路能给平顶山带来哪些利好?
不久的将来，平顶山区域经济

发展将迎来自己的“高铁时代”。
郑万铁路能给平顶山经济社会发
展带来哪些利好？10 月 26 日，市
委政研室、市发改委的有关负责人
对这一话题进行了畅谈。

郑万铁路给我市带来的第一
个利好是，可以有效确立我市城市
化发展战略。平顶山老城区呈东
西狭长的带状，在向南、向北发展
的空间上存在着诸多先天不足，郑
万铁路从东北到西南纵穿平顶山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使 295平方公
里的平顶山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建
设有了一个可以依托的交通主轴，
平顶山城市向西发展的战略定位

得以进一步确立，对城市的建设影
响深远、对平顶山未来的发展意义
重大。

郑万铁路给我市带来的第二
个利好是，进一步改善交通条件，
我市将以“高铁速度”融入全国交
通网，有效强化与大西南和郑州及
京津冀的联系，提升我市融入“一
带一路”的水平。郑万铁路通车
后，从平顶山出发半个小时就可到
达郑州，使平顶山跻身中原城市群

“1小时经济圈”，区域协同发展的
信息和机会将会更多。同时，平顶
山可通过郑州这个交通大枢纽有
效连通全国。有了郑万铁路，平顶
山就多了一条通向大西南的高速

通道，通过重庆到达广西北部湾，
使平顶山新添一个出海口，与长江
经济带甚至海上丝绸之路的联系
也更便捷。

郑万铁路给我市带来的第三
个利好是，可有效促进经济转型发
展。从近期看，高铁建设可拉动我
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加快平顶山
经济增长。高铁在建设过程中即
可产生经济效益。以京沪铁路为
例，开工当年完成投资 552 亿元。
根据定额测算分析，完成这一规模
的投资能够产生 200多万吨钢材、
1200 多万吨水泥、10 多万吨外加
剂的需求，并为沿线地方和相关行
业带来近 60万个就业岗位。郑万

铁路平顶山段全长 70 公里，直接
投资 100亿元。从长期看，利用好
郑万铁路能影响平顶山的经济布
局，对平顶山经济起到强有力的支
撑。高铁开通后，迅速缩短城市之
间的距离，有利于我市吸引人才、
资金、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和资
源的聚集，同时有利于促使大批企
业为了降低成本，加速将生产部门
向平顶山的转移，形成服务业和制
造业集群，带动我市经济发展，促
使我市产业转型升级。

郑万铁路给我市带来的第四
个利好是，为市民提供更加多样化
的出行方式。郑万铁路建成通车
后，将密切市域内各组团的经济联

系，覆盖全市75%的人口，可实现3
小时南达重庆、4小时北抵北京。

郑万铁路给我市带来的第五
个利好是，可大幅度提升平顶山的
形象，使我市的知名度、美誉度进
一步提高。

市委政研室和市发改委有关
负责人均表示，郑万铁路的建设对
平顶山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其他诸如，高铁站附近土地的升
值，房产的升温，商业品质的升级，
旅游、物流、金融、娱乐等相关产业
的发展……

另据学者推算，郑万铁路可带
动我市相关产业规模 1000亿元以
上。 （本报记者 吴学清）

据推算可带动相关产业规模千亿元以上

途 经
平 顶 山 城
乡一体化示
范区并设站
的郑万铁路，
是 国 务 院 明
确要求今年开
工 的 60 个 重
大铁路项目之
一，也是今年全

国新开工铁路项
目中投资规模最大

的一个。那么，郑万铁
路建设对平顶山的经济

发展会带来哪些影响？10
月26日，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

区域经济研究专家苏晓红。
苏晓红是经济学博士、教

授，平顶山学院副院长，河南师
范大学硕士生导师，天津师范大
学兼职博士生导师，对产业经济
学、区域经济学有着较深的研
究，多项成果获奖。

苏晓红说，高铁对区域经济
发展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来自高
铁建设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效
益。高速铁路独特的产业链条
会紧密带动机械、冶金、建筑、橡
胶、合成材料、电力、信息、计算
机、精密仪器等相关产业发展，
会为沿线地方和相关行业带来
更多的机会。高速铁路的建成
还会加快人力、资本、信息、技术
等要素资源在区域间的流动，有
助于沿线城市的经济增长和结
构优化。

平顶山作为一个典型的资
源型城市，传统优势是煤盐等
自然资源，区位交通和人力资
本在中原经济区中并不占优
势。郑万铁路的建设，有助于
平顶山构筑新的交通区位优势，
对推进平顶山“转型提速、发展
提质、环境提优、幸福提升”具有
重要意义。

在谈及郑万铁路的建设对
平顶山经济的拉动作用时，苏晓
红说，郑万铁路平顶山段全长70
公里，直接投资 100 亿元，其建
设会带动我市的钢材、机械、冶
金、建筑等行业的发展，会提供
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加更多的税
收。从短期看，有可能缓解我市
经济下行的压力。

平顶山的产业结构以重化
工业为主，第三产业占比过低。
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严重影响了
我市的提质转型。高铁最大的
受益产业是旅游业、生产服务业
和房地产业。从长期看，郑万铁
路的建设有助于推动平顶山市
现代服务业尤其是旅游、商贸、
房地产业的发展。平顶山有丰
富的旅游资源，高铁开通后，将
会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旅
游，同时高铁带来的巨大人流将
产生强大的购物、餐饮、休闲、商
品和服务消费能力，与之匹配的
商业项目，如百货商店、体育场
馆、游乐公园、宾馆等会集聚在
高铁站周围，高铁枢纽站区将被
打造成以商贸服务业为主体的

新的增长极，这都为我市第三产
业的发展带来机遇。

苏晓红说，郑万铁路的建设
还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我市城市
化水平。随着平顶山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高铁枢纽站的建成，其
周边城市配套设施将逐步完善，
城市化进程将会不断加快，对平
顶山拉大城区框架、完善城市功
能、提升城市形象、加快城乡一
体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内外的实践证明，高铁的
确能够给沿线区域带来发展契
机，但这种促进作用是有条件的，
是建立在当地的产业优势上的。
如果当地产业优势不明显，便利
的交通优势有可能会引起人才、
资本向中心城市流动，出现虹吸
效应，对当地的经济甚至造成负
面影响。高铁对旅游业的发展也
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快速便
利的交通会带来更多游客，另一
方面由于高铁提升了交通可达
性，也使部分游客缩短了停留时
间。所以，我们要下大功夫研究
如何把外地的资源引进平顶山、
把本地的资源留在平顶山。

“郑万铁路开工建设对平顶
山的发展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但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只有彰
显产业优势，增强经济发展的内
生动力，才能通过高铁把更多优
质的人才、资本、信息资源汇聚
在平顶山，助推平顶山的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苏晓红说。

（本报记者 吴学清）

——访平顶山学院副院长苏晓红

构筑区位交通优势
推动鹰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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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31日，参加
郑万铁路平顶山段施
工的宝丰籍工人王亚
辉说，高铁建成后，出
门就方便了（上图）。

鲁山县辛集乡农
民连国富说，他一大
早就带着孙女来了，

“建高铁是个大事，我
们都很关心。”
本报记者 李志勇 摄

高速铁路与普通铁路有哪些
不同？高速铁路又有哪些优势？

10月26日，市铁路办有关负
责人称，高速铁路与普通铁路的
最大不同主要是表现在速度上，
高铁上每节车厢都自带动力，不
像普通铁路上整列车厢都要靠火
车头拖拽，因此高铁速度较快，郑
万铁路是按时速350公里的速度
设计的。

除运行速度高外，高速铁路
与普通铁路相比还有以下优势：
一是占用土地少，高速铁路的桥
梁所占比例大，桥梁主要为高
架。二是环境污染小，高速铁路
用电力牵引，消除了粉尘、煤烟和
其他废气污染，噪音比高速公路
低5-10dB。三是乘坐舒适度高，
高铁轨道大量采用长距离无缝钢
轨，乘客几乎听不到哐当哐当的
声音。 （本报记者 吴学清）

高铁与普通铁路

有什么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