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滚滚，嘉陵悠悠。
因嘉陵江古称“渝水”，故重庆简

称“渝”。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渝
州改称为恭州。南宋淳熙十六年
（1189年）正月，孝宗之子赵惇先封恭
王，二月即帝位为宋光宗皇帝，称为

“双重喜庆”，遂升恭州为重庆府，重庆
由此而得名。

1997 年，重庆成为中国的第四
个直辖市。之后，它在以令人不可
思议的高速中“变脸”：城市以每年
25 平方千米的速度迅速扩展，人口
以每年40万到60万的速度向城市化
过渡。如今的重庆是中国西部地区
唯一的直辖市，是国家五大中心城
市之一，也是国家定位的长江上游
地区经济中心、长江经济带重要支
撑、“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国家重要
的现代制造业基地和西南地区综合
交通枢纽，在全国经济发展版图中
具有重要地位。

交通是重庆快速发展的重要支
撑，而铁路是其中的关键一环。

在重庆市交通委员会网站上，关
于铁路的条文写道：“十二五”以来，相
继建成渝利铁路、南涪铁路等 7 个项
目，新增里程402公里，全市铁路运营
总里程达到1774公里，路网密度2.15
公里/百平方公里，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开通“渝新欧”国际货运专列和重
庆至广州、深圳等沿海城市的货运五
定班列，实现铁海联运、国际直达。成
渝客专、渝黔铁路等一批重大项目加
快建设，目前在建里程约 1000 公里，
重庆西站、北站、沙坪坝站等枢纽工程
建设顺利。

然而在业内人士看来，通道不够、
等级偏低、货强客弱也是重庆铁路现
状的真实写照。

2014 年 5 月份，有热心市民写信
给重庆市政府，直陈铁路已成为重庆
发展的短板，用词相当犀利，信中说：

“重庆主城始发列车仅为成都、西安的
60%，重庆和川东人外出经常要到成
都、西安或武汉换乘。国内多数财经
刊物按始发列车数将城市分成四个等
级：北、上、广为全国性中心城市；深圳、
成都、西安、天津等八个城市被列为区
域性中心城市；而太原、重庆等三十个
城市被列为省域性中心城市。打造西
部综合交通枢纽，铁路是关键。渴望
重庆市领导和相关部门能像四川前几
年抢抓铁路工作的热情、干劲来抓重
庆铁路建设。”

重庆市发改委回复说：“重庆始发
终到列车相对较少，主要受制于对外
通道少、车站规模和能力不足。我市
正在抓紧建设兰渝、渝黔新线、郑渝、
成渝客专，以及重庆北站扩能、重庆西
站等站线。随着这些项目近几年陆续
建成投用，重庆铁路交通面貌会大为
改观。”

今年 5 月 7 日，重庆市政府组织
召开了全市铁路建设工作会议，要
求确保今年铁路建设各项目标任务
顺利完成，实现“十二五”规划圆满
收官。

在这次会议上，郑万铁路建设被着
重强调：“当前重中之重的任务就是要
切实做好郑万铁路、枢纽东环线项目前
期工作，确保今年底开工建设，并加快
在建1000公里等项目建设，确保年内建
成一批，新增运营里程155公里。”

重庆市交通委员会铁路处秦健
说：“目前在建的渝万城际铁路以及年
底要动工的郑万铁路其实都是郑渝昆
高铁的一部分，渝昆高铁初步设计700
公里，前期预科研工作已经展开，预计

2016年动工建设。郑渝昆高铁全线通
车后，西南地区同中原地区的联系将
更加紧密。”

渝昆高速铁路建成后，将成为重
庆对外出口的大通道，支撑重庆成为
向东盟－湄公河流域实行大开放、大
合作的窗口城市。东南亚是重庆汽摩
产品和机械制造业的传统市场，重庆
作为大西南地区最大的中心城市，将
承担该地区面向东盟－湄公河流域的
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战略据点城市的
职能，渝昆铁路将成为实现这一战略
目标的经济大动脉。

据重庆市有关部门数据：铁路建
设的目标是：2020年要实现“1小时成
都、8小时北京、10小时上海”；到2030
年，基本实现县县通铁路，高铁3小时
到达周边省会城市，6小时到达北京、
上海、广州和出海口；并形成货运骨干
网络，货运枢纽站场与千亿级工业总
产值园区通过支线铁路连接，年货运
量百万吨级的企业通过铁路专用线连
接，与公路、长江水运等形成高效多式
联运体系。

或许是这几年重庆市铁路建设力度
太大，普通市民经常会搞混几条线路。

记者对一名出租车司机解释了好久郑万
铁路的走向，他才恍然大悟说：“那去你
们河南的少林寺就方便多了。”

王旭光是我市叶县人，2010年到
重庆大学读研究生。从家到学校，
他要到平顶山站或平顶山西站乘火
车，每次都需要十五六个小时才能
到重庆。

“郑万铁路要是修好了，从平顶山
到重庆只需要 4 个小时，太方便了。”
他说。

毕业后，王旭光去了另外一个城
市工作。“重庆是一个每天都在变化的
城市，有很强的创新精神，有许多东西
让人留恋，我想坐高铁再回去看看。”
他说。

2009年，常城从河南安阳到重庆
读大学，毕业后他留在了这座城市。
从大学起，他就一直在关注郑万铁路
的进展情况。“从重庆回家，要坐20多
个小时火车。开车回去，需要 1 天半
时间。坐飞机吧，机场离城区又太
远。高铁通车后，我回家最多 5 个小
时。”常城说。

“我去过平顶山，你们的新城区很
漂亮。”他说。

这是一座与鹰城同样迫切需要高铁
的城市。

万州地处长江中上游接合部、三峡库
区腹心，因“万川毕汇、万商云集”而得名，
是长江十大港口之一，从东汉建安二十一
年置县至今，已有1800年历史。

万州的铁路建设史是一部“心酸史”，
亦是万州人认为被逐渐边缘化的重要原
因。新中国成立后至1997年，万州没有一
寸铁路，似乎成了被铁路遗忘的角落。10
月22日，万州区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副主任刘顺明提出这段历史心酸不已：

“那时候万州人去北京，要坐船两天两夜
到武汉换乘火车，回来到武汉再换船，逆
水到万州需要三天三夜。”

直至1997年10月31日，达州至万州
铁路开工建设，才结束了万州没有铁路的
历史。达万铁路于2002年10月建成开通
货运，2004年开通客运。

2003 年 12 月，宜昌至万州铁路开工
建设，并于 2010 年 12 月底竣工通车。宜
万铁路曾被称为我国铁路建设史上地质
条件最为复杂、修建难度最大的铁路线。

达万、宜万线是目前万州仅有的两条
建成铁路。

然而，我们有所不知的是，万州机场早
在2003年5月29日就已经正式通航，目前
已开通有万京、万沪、万蓉、万昆、万深、万
宁、万厦等国内主要城市航线，机场年吞吐
量达到60万人次；万州港是交通运输部和
重庆市规划的长江干线主枢纽港，三峡库
区蓄水后，成为永久性的深水良港，也是长
江上游最大的深水港，货运吞吐量可达
1500万吨，客运吞吐量可达1200万人次。

与航空和水运的快速发展相比，万州
的铁路建设无疑是滞后的，严重影响着当
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其实早在2005年渝利（重庆至利川）
铁路立项之初，万州就全力争取其过境，最
终大失所望，线路途经重庆数个县区，却与
万州擦城而过。渝利铁路是沪汉蓉快速客
运通道的组成部分，于2008年12月29日
开工，2013年6月30日全线贯通。

随后，万州区委、区政府提出了建设
渝万城际铁路的思路，并开始全力争取。
当时的政府曾言：“渝万城际铁路从争取
到开工，历时近8年，几经波折，差点‘胎死
腹中’，凝聚了几届市区领导、相关部门同
志的心血。”

此后数年的重庆市“两会”，万州代表团
反映强烈，要求修建高铁的呼声不断。

经过不懈努力与争取，2011 年 3 月
份，原铁道部批复渝万城际铁路的初步设
计，2012年12月正式动工。

渝万城际铁路正线全长247.8公里，为
双线高速铁路，设计时速250公里/小时，项
目总投资252.78亿元。其中万州段47.76
公里，投资49.84亿元，全线共设7个车站，
预计2016年底建成。

“对万州及库区而言，渝万城际铁路意
义十分重大。”刘顺明说，“待其与郑万铁路
联通后，万州将全面融入我国高铁骨干网。”

从区域观察，列入国家重点工程的渝
万城际铁路，与成渝、成绵乐客运专线形
成成渝经济区“T”字形骨架，是成渝地区

高速铁路网的主骨架线路之一，并与西
成、成贵、沪昆、成渝客运专线一起构筑起
西南地区客运专线网，为成渝经济区打造
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提供有力支撑。放
眼全国，渝万城际铁路是郑渝昆快速铁路
大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向北与陇海线、
京广客运专线相连，向南与规划的渝昆铁
路相接，是我国西南地区通往华中、华北、
东北地区的便捷快速客运通道。

在渝万城际铁路建设的同时，郑万铁
路也提上了日程。

“不修郑万铁路，渝万城际铁路就是
一条断头路。”刘顺明说。

郑万铁路和渝万城际铁路全部贯通
后，万州至郑州列车运行时间将缩短为4小
时。郑万铁路建成后，通过万州—郑州铁路
至北京全长约1500公里，动车运行时间将
由原先的约30个小时缩短至8小时左右。

“万州与河南相距虽远，我们之间却有
很亲密的关系，万州人吃的面粉、黄豆都是
河南的。郑万铁路建成后，对两地的经贸
往来将起着难以估量的作用。”刘顺明说。

万州已经开始为高铁时代到来做准
备，在当地网站上有这样一篇文章《郑万铁
路要来，万州要提前5年做好准备》，文中
说，“郑州至襄阳段建设工期4年，襄阳至万
州段建设工期6年，也就是说作为三峡旅游
集散地的万州，需至少提前5年规划城市发
展，提高万州市民自身素质，提高公共服务
水平，为迎接外地游客做好充分准备！”

从城区往北，跨过长江，大约5公里路
程，就来到万州北站建设工地。万州北站
已于2015年4月17日开工，车站总规模为
3站台8线，同时预留4台9线。万州北站
作为渝万铁路万州地区站点，预留了郑万
线、渝西线、达万城际的接入条件，并建设
南北广场、长途客运站、轨道交通站以及
公交枢纽站场等相关基础配套设施。

在工地上，我们碰到了来自河南商丘
的吊车师傅刘秋启。面对我们的采访，他
显得有些羞涩。“高铁当然好了，以后回家
多方便啊。”他说。

据悉，郑万铁路在万州境内工程正式
开工时间定于12月底。万州的高铁建设
雄心远不止于此。按照国家规划，将修建
从西安经过安康到万州的高铁，以及从达
州经开江、开县到万州的高铁。这几条高
铁如能建成的话，就会形成渝万、郑万、万
州经襄阳到武汉、西安到万州、达州到万
州的至少五条高铁汇聚万州的局面。

万州城区，路窄、坡陡、弯急，对司机的
驾驶水平是极大的考验。三峡大坝建成
后，这个城市有一半被淹在了水下。当天
下午，26岁的出租车司机蔡军得知我们是
河南人后，他笑着说：“你们河南人说坐着
高铁到重庆吃火锅，我们万州人说到重庆
吃早餐。”下车时，他又加上一句，“高铁修
好后，你们一定到万州来耍，这里也有许多
好玩的。”

在一个平常的拐角处，记者看见了万
达影院。万达的布局在全国城市中是有
选择性的，这也在某些方面证明了万州所
蕴藏的潜力。

高铁，或许能够唤醒这座沉睡多年的
码头，让她重新焕发出动人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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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再添新通道襄阳

“我们现在什么都不能说，许多事情
还确定不下来，只能先做着再说。”

在襄阳采访郑万铁路筹备和建设情
况时，这是记者听到最多的话。当地媒体
亦被要求不进行大规模宣传报道，一切消
息以官方发布为主，这是在采访之前绝对
想象不到的情况。

然而，这一切只是表象，在平静的
河流之下，暗潮涌动，一场“暗战”正悄然
打响。

襄阳市地处鄂西北地区，素有“南船
北马”“七省通衢”之称，史书载“襄阳上流
门户，北通汝洛，西带秦蜀，南遮湖广，东
瞰吴越”，因其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历来为
兵家必争之地。

蒙宋之战，襄阳被围城 5 年，于 1273
年被攻破，南宋失去最后屏障，败局已
定。此后，蒙古大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
卷江南，统一南北。这一历史背景被金庸
运用在武侠小说《神雕侠侣》中，让更多的
人知道了襄阳。

襄阳市地处南阳盆地边缘，与我省南
阳市联系相当紧密。两地历史上多属一
郡，每逢战争、灾难发生,双方人口流动频
繁。行走在襄阳街头，只听口音，你不觉
自己已到湖北境内，襄阳人与豫南人讲话
极为相似。

“在我们襄阳，几乎每家都有河南亲
戚，而且是近亲。”10月21日上午，当地一
位资深媒体人士说。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襄阳在全国
交通版图上占有重要位置。一条绵延三
千里的汉江黄金水道，造就了襄阳历久弥
新的商业文明；汉丹、襄渝、焦柳3条铁路
过境，直到今天依然是襄阳最为突出的交
通优势之一。

2008年，郑万铁路规划建设消息传出
后，襄阳与本省另外两个城市就线路走向
及站点设置争夺不断，一度到了白热化的
程度。为避免矛盾升级，襄阳采取了只做
不说的策略。记者到襄阳市发改委铁路
办采访时，迎面看到的牌子让记者震惊不
已——“蒙华 汉十 郑万铁路建设指挥
部”。记者掌握到的可靠信息，汉十铁路、
郑万铁路和蒙华煤运铁路将在年内相继
开工建设，而另一条襄阳至桂林的高铁也
已列入规划。

未来5年，襄阳市铁路建设投资将达
到700亿元，新增铁路里程600公里。

这意味着襄阳市将形成以高速铁路、
电气化铁路、重载铁路为主体的“三横三
纵”的“米”字形铁路客货运输网络，实现
东西南北方向全部通高铁，建成全国重要
的高铁节点城市和连接武汉、中原、成渝、
关中四大城市群的区域性铁路客货中转、
集散、联运的重要枢纽，高铁密度将超越
大多数省会城市，在全国地级城市中更是
位居前列。

郑万铁路在襄阳设襄阳东津、南漳、
保康 3 个站。据相关资料显示，郑万铁
路通车后，襄阳到郑州只需一个半小时，
到北京仅需 4 个小时，而目前襄阳到北
京直达列车最快需要13个小时；南漳、保
康两县不仅将告别没有铁路的历史，而
且跨越式地进入高铁时代，对两地的经
济带动不言而喻；郑万铁路与汉十铁路
连通后，从武汉到重庆的时间，比经现有
的汉渝线要节约两个小时以上，形成“沪
汉蓉”的新通道。

记者在襄阳采访时，一直问不出郑
万铁路襄阳段具体动工时间，理由是

“站点并未最终确定，一切还存在变
数”。而当地媒体 5 月 14 日一篇报道
称，“经过两天的连续作业，郑万铁路保
康站 DZ—BKCZ-001 号钻点在该县后
坪镇前坪村顺利完成钻探。此举标志
着众人瞩目的郑万铁路建设在保康已
正式拉开帷幕。”

襄阳东津站位于东津新区南中环以
北、东内环与东中环之间，是汉十、郑万、
襄桂 3 条铁路高速客运专线在襄阳的共
设车站，布局为9站台20线，是武汉至西
安、太原经郑州至南宁、北京经郑州至重
庆、武汉至重庆等4条高速铁路通道上的
重要枢纽和节点。

东津镇有 2800 多年的历史，汉江从
镇西侧流过，亦曾是汉江重要码头，唐代
诗人孟浩然曾隐居于此。60岁的张思群
和 59 岁的陈龙上溯三代均是东津镇人，
他们说：“东津当年繁华着呢，天天都有
集市，而且一直坚持到现在。”

近年来，随着水运衰退，东津也失去
了往日荣光。曾任东津镇东津社区居委
会干部的陈龙告诉记者：“镇上群众对建

高铁站支持着呢，这是好事，肯定能带动
东津镇的发展。”

据悉，襄阳市将同步建设高客站线下
综合交通配套工程，将其建设成为集高
铁、城市轨道交通、长途客运、公交车、城
市航站楼、出租车及社会车辆于一体的综
合交通枢纽，实现多种交通方式的“零距
离换乘”和无缝衔接。东津新区正在规划
建设集汉江流域战略新兴产业培育基地、
承接产业转移服务平台、枢纽型商业旅游
服务中心、信息基础设施管理平台、复合
型高铁综合体于一体的高铁新城。

东津，在不远的将来，有望重现昔日
繁华。

据测算，未来 5 年，襄阳铁路建设将
消耗水泥1500万吨、钢材200万吨，提供
60万个就业岗位，对其他产业发展的间接
带动作用则难以精确计算。

以当地旅游业为例，襄阳市游客接待
量的六成为中短途客人，在高铁开通后，
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地区及
河南、四川、重庆等相邻地区的游客将大
幅度增加。高铁把长途客源变成了
中短途客源，能成倍放大襄阳旅游
的辐射能力。

“襄阳和平顶山就是亲戚
嘛，郑万铁路开通后，我们串亲
戚就更方便了。”当地一位政界
人士笑称。他说，襄阳人都知道
平顶山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
煤炭产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
位。平顶山市委原书记田承忠
曾任职襄阳市委书记，在他任
职期间，有力地推动了两地
的经贸往来。

这位政界人士亦
坦承，“我们襄阳人
的开放和创
新

意识比不上平顶山人，举个简单例子，你
们旅游部门每年都会到襄阳进行推介，特
别是尧山宣传得很厉害。襄阳的山水不
比尧山差，可是我们却很少宣传。高铁建
设为襄阳提供了新的追赶机会，襄阳人绝
不会再错过这个机遇。”

目前，襄阳市正在推动与高铁体系有
关联的企业以及可能与高铁体系发生联
系的企业深度参与国内高铁建设，相关部
门已在制定和研究支持激励
政策，帮助企业加速提升自
主创新能力，加快转型升
级步伐。

高铁时代大
幕 徐 徐 拉 开 ，
古城襄阳已
迸发出嬗
变 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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