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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在黄河的滋
养下，黄河流域郑州段留存
了大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
产，河洛文化、黄帝文化、商
都文化、嵩山文化等多元并
蓄、源远流长。“伸手一摸就
是春秋文化，两脚一踩就是
秦砖汉瓦”，是对郑州厚重文
化的生动描述。

而翻开卷帙浩繁的中国
史籍，上下五千年风云际
会，“洛阳”二字也闪耀其
间。作为“十三朝古都”，这
里融多元一体、承文脉绵
长，留文人墨客“诗酒华章”
的吟唱，凝结着道不尽的中国
式浪漫。

早在 2021 年 12 月，河
南省委就在《实施文旅文创
融合战略工作方案》中明确

提出构建三门峡—洛阳—
郑州—开封—安阳世界级
大遗址公园走廊。同月，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河南省“十四五”文化旅游
融合发展规划的通知》再次
强调这一构想。

2023年 9月，河南再次
发文，提出建设文物强省、
考古强省，推进文物活化利
用，加强大遗址保护利用，
打造世界级大遗址走廊。

2024年 6月 17日，“行
走河南·读懂中国”全球旅
行商大会在郑州召开。现
场发布了《郑汴洛文旅发展
共同体宣言》，三市签署了
合作协议，致力打造产品一
体、交通一体、营销一体的
区域综合文旅发展共同体。

通过一系列政策，不难
看出，在省委、省政府的统
筹协调下，郑州和洛阳这两
座城市不断加强文旅融合，
让沉睡的文物“活起来”，让
散落的景点串起来，让千年
的文脉续起来。

“郑州有嵩山少林寺、
黄帝故里等景点，洛阳有龙
门石窟、白马寺等著名景
区。双方携手可以整合旅
游资源，联合打造世界级精
品旅游品牌，如共同举办世
界古都论坛、国际文化旅游
节等活动，推出跨城市的旅
游线路，吸引更多国内外游
客。”张占仓说，通过文旅合
作，不仅可以促进文化的传
承和交流，还能带动餐饮、
住宿、购物等相关产业发

展，推动区域经济增长。
郑州与洛阳地缘相接、

文脉相通、人缘相亲，文旅
资源丰富、市场活力十足，
相信随着郑州都市圈的进
一步发展，双方文旅将从

“各自精彩”到“协同出彩”，
打造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
的国际文化旅游目的地。

郑洛同频，共振中原。
从产业协同的“齿轮咬合”，
到交通互联的“动脉畅通”，
再到文旅融合的“文脉共
鸣”，郑州与洛阳正以郑州
都市圈为舞台，为高质量发
展和中部崛起作出更大贡
献，书写区域协调发展的新
篇章。
本报记者 李韬
赵柳影 王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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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洛同频 共振中原
2023年金秋，郑州都市圈成

功获批全国第10个都市圈，一纸
复函，意义深远。这份沉甸甸的

“国字号”名片，奏响区域协同的
最强音。

在这个横跨郑州、洛阳、开
封 等 多 座 城 市 的 都 市 圈 版 图
中，郑州与洛阳的同频共振尤
为引人注目——两座城市相距
约 120 公里，地缘相近如唇齿，
历史同脉若江河，产业互补像
齿轮，文旅相融似交响。

沿着郑州都市圈产业版图，向
西望去——郑洛新材料产业带、
洛济焦高端石化产业带、洛平高
端装备产业带……从夏商时期
的“畿辅相依”，到如今郑州都市
圈框架下的“协同共进”，郑洛之
间的每一次握手，都在书写区域
协调发展的新篇章。

产业相互补 合力谋发展

都市圈发展，产业协同是“必
答题”，更是“强根基”。郑州、洛
阳两座城市在产业结构上各具特
色，形成了良好的互补态势。

作为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
城市，郑州在电子信息、汽车制
造、现代物流等领域优势显著，
拥 有 众 多 龙 头 企 业 和 创 新 平
台。洛阳则以装备制造、新材
料、能源电力等传统优势产业为
根基。近年来，郑洛两地高标准
建设郑洛先进材料产业带，推进
都 市 圈 先 进 制 造 业 一 体 化 发
展。其中，中州时代新能源生产
基地一期投产、二期加快建设、
三期四期开工，为郑洛新能源汽
车产业协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郑州与洛阳在经济领域的协同
发展也步入“快车道”。

“郑州的汽车制造、电子信息
等产业较为发达，而洛阳在装备
制造、有色金属加工等领域优势
明显。双方可在产业配套上加强
合作，郑州的汽车产业可与洛阳
的汽车零部件产业实现对接，形
成完整的汽车产业链，增强区域
产业竞争力。此外，在新兴产业
方面，郑州的科技创新资源与洛
阳的科研成果转化能力相结合，
有利于推动双方在人工智能、新
能源等领域的共同发展。”河南省
委咨询组研究员、河南省社科院
原院长张占仓认为，随着双方合
作的深入，有望形成更具规模和
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推动制造业
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郑州都市圈发展规划》明
确，洛阳市偃师区被划入圈。作
为洛阳融入郑州都市圈的“东大
门”，偃师区是洛阳重要的产业
承载地。近年来，偃师坚持“项
目为王”发展理念，坚持强龙头、
补链条、聚集群，持续开展大员
招商、小分队招商、产业链招商、
以商招商，一大批事关全区高质
量发展的重点项目落地建设、投
产达效。

未来，随着郑州都市圈一体
化的深入，相信偃师区这片产业
沃土，必将成为两座城市产业链
上最坚韧的“中间环节”，驱动郑
洛产业集群向更高水平迈进。

城市间的“双向奔赴”，
少不了依托便捷的交通体
系。推动都市圈加速融合，
要充分发挥交通“先行官”
作用，以交通一体化促进区
域经济一体化。

按照《郑州都市圈综合
交通体系规划》，河南将筑
牢辐射全球交通门户枢纽，
形成以郑州国际性综合交
通枢纽为中心、洛阳全国性
综合交通枢纽为副中心、其
他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为
重要节点的“一主一副多
点”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同
时巩固郑州国际性综合交通

枢纽地位，拓展洛阳全国性
综合交通枢纽功能，推动区
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建
设一体衔接的综合客货运场
站。到2027年，都市圈一体
化高质量综合交通体系发
展取得明显进展，形成一小
时通勤圈；到 2035年，实现

“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全
面服务和保障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现代化都市圈建设。

高铁的呼啸，缩短了时
空距离。2010年郑西高铁
通车，从郑州到洛阳仅需
30多分钟；如今，双城之间
高铁班次加密至“公交化”，

每天40余列。
除了快速发展的高铁，

公路的延伸也在不断织密发
展脉络。

作为《河南省高速公路
网规划 (2021—2035 年)》批
准新增的郑州都市圈4条辐
射路线之一——郑洛高速
预计于 2026年通车。该项
目起点位于郑州市西南绕
城高速，终点位于洛阳市二
广高速，途经郑州荥阳市、
巩义市和洛阳偃师区、伊滨
区、洛龙区，路线全长约 99
公里，其中郑州境 65.67公
里，洛阳境33.34公里。

张占仓认为，郑洛高速
的贯通将极大便利郑州和
洛阳两地的直接联通，进一
步促进两地经济文化交流。

2025 年 5 月 16 日，郑
州交运“站点巴士”还开通
了郑州至洛阳的线路，为两
地汽车站对发模式，极大提
升了转乘、接驳旅客的出行
效率，为两地广大市民探亲
访友、出行游玩等提供了更
为灵活便捷的选择。

从“走得了”到“走得好”，
从“互联互通”到“无缝衔接”，
郑洛交通的便利正让“同城
生活”从梦想照进现实。

动脉贯东西 加速交通圈

双都共执笔 文脉续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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