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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4日，河南新野、邓州的“保路运动”再
燃战火。

“起因是河南省政府再次向铁路总公司发
函，支持郑万铁路在邓州东设站方案。”一位新野
民间保路者告诉记者。

2015年初，一则河南省人民政府向铁路总
公司发出的《关于郑万铁路邓州东站站址方案意
见的函》传出，函中提出建议采用“在湖堰村设邓
州东站方案。”

这一方案是去年年底新推出的方案，被邓
州、新野两地民间保铁者称为“第四方案”。

郑万铁路始发河南郑州，终点重庆万州，是
中国铁路网规划中一条重要的客运专线。

邓州、新野两地“高铁争夺战”已断断续续持
续了近半年，“战争”源于郑万高铁河南段的其中
一个站点究竟设在邓州还是在新野。

“保路运动”的实战经验

邓州人孙洋，在北京工作，2014年 11月 16日
也投入“保路运动”，他在西直门拉开了“我们
在北京，支持邓州高铁设站”的横幅。随后，苏
州、重庆、上海、武汉等十几个城市的邓州人掀
起了签名活动。

“保路运动”的形式创意百出，邓州一位保路
人士身穿皮衣、头戴皮帽、登上天山，在冰天雪地
里拉起保路横幅。

还有邓州网友创作了一首邓州高铁进行曲
《邓州高铁版天路》：“黄昏我站在肥沃的田野，盼
望高铁修到我家乡，一条条巨龙风驰电掣，为库
区人民带来安康。”

“邓州同乡会”逐步推动各地的保路活动。
而河南新野民间的“保路运动”已发起三个月。

“新野保路联盟”发起人王红勇说，他们已经
有丰厚的“实战经验”，“战法战术娴熟”。而“邓
州没什么新意，完全照抄我们以前的宣传形
式”。

“邓州同乡会”组织五六人上街拉签名请愿，
“新野保路联盟”则组织上百人上街；邓州保路者
去天山拍照，“新野保路联盟”成员就到美国白宫
留影。

“新野保路联盟”还吸引了高学历人才加
入。这其中，有四位保路人士：一位城市规划专
家，一位公务员考试专家，一位注册会计师，一位
计算机专业博士，他们是“保路联盟”的智囊，能
对在新野设站的合理性做出详细分析。

资金来源主要依靠“众筹”——全国各地的
保路成员的捐款。截至2014年11月 19日，“邓州
同乡会”募集到3000多元。“新野保路联盟”则已
有4万元。

王红勇手机里有37个群，包括策划研究群、
活动策划群、活动执行群等。他会把任务分包。

高铁经济学

民间的保路情绪日益高涨，除了对故土的支
持和热爱，还有对便捷交通的向往。

“为什么打破头也不让步，到最后也要拼死
一搏？因为高铁对我们老百姓太重要了。”新野
人王岚在重庆万州开服装店，因为没高铁，从新
野到万州，要十六七个小时。

邓州人薛小山对高铁同样充满期待。他在
北京当过群众演员、音响师，后回邓州开影视公
司，因交通不便，北京很多朋友不愿来邓州帮
忙。所以他加入了邓州的“保路运动”。

高铁过境，最直接带动的是房价。两城网友
都指责对方背后有房地产商的支持。

新野一位地产公司高管告诉记者，公司没有
在物质上支持新野保铁组织，但希望高铁能在新
野设站。“目前，新野房价每平方米约3000元，若
有高铁站，每平方米能卖4000元。”

邓州、新野两地政府也都表达了高铁对城市
发展的重要。

“如果高铁站设在邓州，邓州不但进入中原
城市群一小时经济圈，还将直面全国，进入大城
市的快车道。”邓州市发改委副主任贾其斌说。

新野人认为，他们更需要高铁。作为农业大
县，新野经济曾排名南阳市前列。但随着各地工
业的发展，新野开始落后。

“因为新野没铁路，没高速公路，工业就不容
易发展起来。高铁站不落在新野，新野的机会将

更少。”新野宣传部一官员称。

讲政治还是讲原则？

郑万高铁的站点设置原本十分明
确。2012年，最初规划的线路是从河南南
阳到湖北十堰，按“取直原则”，线路从邓
州穿过。邓州设站毫无疑义。

但不久，湖北段高铁站从十堰改到襄
阳西，2014年 5月，又改至东津新区。这
一改动，令邓州站点不在直线上，而临近
的新野更符合“取直原则”。

当时，负责铁路设计的铁四院专家提
出三个线路方案：其中有两个在新野设
站，一个在邓州设站。原本毫无争议的高
铁邓州站，如今要与新野争夺设站机遇。

在两个城市的“保路运动”中，邓州讲
“政治”，新野讲“原则”。

邓州的“政治”由头，来自2012年国务
院批复的一份《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规划》。规划中，邓州被明确
为丹江口水库及上游地区“区域中心城
市”。规划提出要在基础建设等方面给予
支持，其中就提到铁路建设。

新野则依据的是“取直原则”。
2014年 8月2日，《南阳日报》刊发文

章，显示郑万高铁将设站邓州东。
很多新野人觉得是邓州市做了省里工

作。王红勇说：“我们的站被他们抢去了。”
新野网友开始搜集相关部门对新野

东线的勘测痕迹照片，以及目击勘探现场
的村民电话等证据，证明高铁站原本就是
新野的。

但邓州人并不认为夺了新野的高铁
站，一位邓州网友说：“高铁站是我们已经
烤熟的山芋，却被新野盯上。”

至少该叫新邓站

2014年8月中旬，新野网友咨询河南
省发改委高铁设站问题，收到回复称“为
解决新野不通铁路问题，我委已争取铁路

总公司同意，郑万铁路……设邓州东站，该站
距邓州市区 16 公里，距新野城区仅有 14 公
里。”相比此前，这算是个折中方案。

但该回复让王红勇等新野网友不满，“高
铁站本来就是我们的，现在却好像是可怜我
们。我们要在新野设站，不要邓州东。”

不满情绪在网上蔓延，王红勇发起倡议：
组织保卫高铁站的签名活动。2014年9月2日
签名活动当天，新野文化广场来了9000多人。

新野万人签名保路活动被媒体报道后，
很快在网上传开。全国各地的新野籍人士云
集论坛，参与讨论。随后，又在全国十余个城
市举行了“保路运动”。

去年10月，“新野保路联盟”先后编制出
《新野邓州高铁争议始末》，制作出高端大气
的新野高铁站效果图，还制作新野高铁版《小
苹果》视频，新野大妈们根据该视频，跳起了
广场舞。相较于新野民间活动的激烈频繁，邓
州民间力量仅限于网上论战，可谓风平浪静。

随着新野民间声音愈发激烈，去年10月
17日，河南省专门组织专家召开会议，推出的
方案正是此前河南省发改委回复网友时提到
的邓州东站方案。

对于这个新方案，邓州官方表示欢迎，贾
其斌告诉记者，这次会议上提出在邓州新野
之间设站，邓州已做出很大的让步。而新野
宣传部一位官员则表示，新野不满意这一方
案，仍希望在新野设站。

“重庆会议”大转折

新野“保路运动”开展之初，新野人的一
些动作让邓州人摸不着头脑。邓州水果批发
商王海洲说，2014年10月底，在新野的两个零
售商突然不和自己合作了，他为此困惑好久。

邓州人的“冷静从容”，在“重庆会议”后
发生改变。

2014年 10月30日至 11月 5日，中国铁路
总公司组织专家，对郑万铁路现场踏勘，并在
重庆召开评审会。邓州常务副市长、市发改
委主任等官员参加会议。

邓州市发改委副主任贾其斌透露，会上
讨论站点设置时，评审小组组长、铁道部工程

设计鉴定中心的任润堂提醒参会专家：“你们
是做铁路的，不要考虑太多的政治因素”。

邓州发改委一位官员说，任润堂的话让
一些参会的邓州官员不满。邓州市多次提交
给河南省政府的《关于明确郑万铁路设邓州
东站的请示》中，反复将“邓州为南水北调库
区移民城市，豫西南地区中心城市之一”等

“政治因素”作为设高铁站在邓州的理由。
“如果不考虑政治因素，等于对邓州釜底

抽薪。”邓州发改委一位工作人员说。
依照铁路设计原则，在新野设站，线路顺

直，可节省建设成本13亿元，节省运行时间
两分半钟。

会上，原本的邓州东设站方案被专家认
为不是最佳方案，并补充研究新的设站方案，
新方案距离邓州20公里，新野6公里。

一位到过会场的新野保路者告诉记者，
会上争论很激烈。看到事态不利，邓州有领
导说：“我代表邓州180万人民要求在邓州设
站。”专家反驳：“你们谁也代表不了。”

邓州市发改委副主任贾其斌表示很难
接受这一结果，他说：“《丹江口库区及上游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是国务院的顶层设
计，里面明确提出支持库区铁路等基础设施
建设，郑万铁路是局部规划，应该服从顶层
设计。”

新野县发改委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则说：“国家重大项目立项在可行性报告被
发改委批复前，没有什么是固化的。”

去年 11月 11日，得知邓州失利的邓州人
聂文发起倡议：号召全国各地“邓州同乡会分
会”，拉横幅，进行保高铁活动。

邓州、新野两个主要的民间保铁组织“邓
州同乡会”“新野保路联盟”开始正面对决。

“邓州东站点基本敲定”

2014年 11月26日晚，邓州市发改委副主
任贾其斌语气坚决地告诉记者：“如果最终定
在新野站，就算郑万铁路动工，我们邓州180
万民众也要坚持到底。”

新野官方十分低调，记者向新野县委书
记常英敏发去采访要求，被拒绝。一位新野
保路人士称，“新野官方也在争取”。

去年11月28日下午，两辆宣传车沿新野
县朝阳路穿街而过，高音喇叭以激昂腔调重
复着：“在这大敌当前，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请你放下儿女私情，加入到保铁运动中来！”

去年11月 30日下午，“邓州保高铁签名
声援活动”在人民公园举行，宣布：让我们
180万邓州人民迫切需要高铁的心情，以最
快最真挚、最热烈的形式走进全国人民的视
野中！

去年12月24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向铁总
发出《关于郑万铁路邓州东站站址方案意见的
函》现身网络，再次引起双方保路人士关注。

函中“第四方案”提出的站点为湖堰村，
这一地点紧邻2014年 10月 17日河南省组织
专家推出的邓州新野中间的邓州东站。“这
是省里定的。”贾其斌说。

邓州市发改委另一位官员告诉记者，“站
点基本敲定，设在邓州东。”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铁路专家王梦恕
认为，郑万高铁是高铁线路网中的主干线，线
路设置是铁总、国家相关部委及各省级政府
研究决定的，县市级地方政府有权建议，没有
权力干涉线路和站点设置。

王梦恕介绍，中国高铁网规划有既定原
则，即除了乌鲁木齐和拉萨，所有省会到北京
的运行时间都要在8小时内。在这个原则之
下，就是线路尽可能拉直，但考虑到社会经济
效益，在比较大的城市，可以适当弯曲。

王梦恕说，鉴于对高铁速度要求和对经
济社会效益的考虑，目前在邓州和新野之间
设邓州东站是最优方案。对于既定方案，两
边的政府应该支持，顾全大局。

根据一份河南省《省长办公会议纪要》显
示，郑万铁路河南段“2014年年内力争开工
建设”。“但直到现在，郑万线河南段的方案还
未向社会公布，更别谈施工。”邓州一位民间
人士表示，“最关键的时刻就要到了。”

（新京）

新野、邓州两地民间团体争高铁
1月27日，新华社报道了全国多地围绕高铁走线、设站而展开的“争路运动”。报道列举了多地采取“舆论战”、官方公

关、“群众施压”的现象，称“争路运动”体现了地方的“高铁政治经济学”。
去年9月起，河南的新野、邓州两地民间先后发声，要求郑万高速铁路襄阳到南阳段在自己家乡设站。随后，两地的民

间团体在全国多个城市发起各种形式的保路活动。这些活动背后，游子看到了家门、商户看到了商机……
专家提出，高铁线路不能应局部民意随意更改，地方政府要考虑大局。

2014年9月，新野保铁者在文化广场掀起万人签名活动。

2014年11月，邓州一位民间保铁者在天山拉起了条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