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地市民激辩郑渝铁
路走向

2008 年 7 月 3 日，一条来自重庆媒体的报
道称，国家要修建一条从郑州到重庆的铁路，开
通后，重庆到北京坐火车将从原来的20多个小
时缩短到5个小时。

这则消息一下子点燃起重庆、湖北、河南部
分县市网友的激情，在网上争相讨论郑渝铁
路。据统计，在河南主要论坛上，与此相关的主
题帖子就已经达到了上百个，争论的焦点问题
是郑渝铁路究竟如何走，多个版本在网上流传。

虽然来自铁道部发展计划司的最新消息
称，目前所谓郑渝铁路线路比选“没有任何结
果”，但各地网友们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息过。

在河南，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是路过洛
阳，还是路过南阳这一问题上。

南阳与平顶山方面的路线观点是，郑州—
平顶山—南阳—十堰（襄樊）—重庆。他们认
为，这个方案既能提高郑州铁路的中国铁路枢
纽地位，又能解决平顶山的交通滞后的问题，也
解决了南阳到郑州铁路绕路的困局，而且沿途
平顶山的煤炭资源、南阳丰富的矿产资源，都能
保证铁路货运的需要，这条线路沿途因为有平
顶山、南阳等城市，客源也有保证。况且走平顶
山南下后，可按照高速公路走向，从伏牛山垭口
进入南阳盆地，也能节省穿越伏牛山所带来的
巨大投资，铁路里程也使郑州到重庆的线路在
河南至少缩短120多公里。

洛阳方面则力挺重庆—十堰—西峡—栾川
—嵩县—伊川—洛阳—郑州这一线路。他们认
为，这条铁路，沟通华北、中原和四川盆地以及

大西南，线路顺直，使四川到
郑州以北广大地区比绕行襄
樊、南阳缩短200公里左右的
路程。可以作为与宝成铁
路、西康铁路并列的又一条
出川北上的大通道，大大缓
解目前出川通道的压力。这
条铁路，对开发豫西、鄂西北
地区意义特别重大。对伏牛
山旅游、栾川矿业、西峡冶金、十堰汽车、丹江
口库区经济发展极为有利。而且，这条铁路可
以让洛阳铁路枢纽由十字形变成放射性，大大
增强洛阳铁路枢纽的地位，间接提高郑州铁路
枢纽地位。

许昌则组织了轰轰烈烈的支持郑渝铁路过
许昌的万人签名活动。仅腾讯网进行的郑渝铁
路线路方案投票，参与者就高达百万人。

南阳对郑渝铁路过南
阳胸有成竹

在各地市民激辩的同时，各地政府为了争
取郑渝铁路，也使出了种种招数。

去年7月，修建郑渝铁路的消息刚刚公布，
南阳市发改委负责人就表态说，下一步，南阳市
发改委将加大工作力度，为郑渝铁路项目的规
划、论证做好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为途经南阳
积极向上级部门、设计部门和专家们提供翔实
有力的资料，积极做好争取工作。

为了在郑渝铁路线路走向上争取主动，南
阳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多次带领市发改委有
关负责同志赴省进京，争取该项目线路走向能

途经南阳。
“郑渝铁路线路走向途经南阳已成不争的

事实。”南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位工作人员
在接受采访时称，6月10日，铁道部部长刘志军
和河南省省长郭庚茂就河南铁路建设有关问题
在北京进行了会谈，并达成会谈纪要，在纪要
中，就郑渝铁路河南段线路走向问题，采纳了南
阳、平顶山、许昌市地方政府的建议。纪要第二
条提出：“争取尽快开工建设郑州至重庆铁路。
双方共同努力，争取尽快将项目列入建设规
划。铁道部负责工程建设并为主负责加快推进
项目勘察设计工作，争取年内部省联合向国家
发改委报送项目建议书；河南省负责境内段征
地拆迁工作及费用，征拆费用经双方认可后计
入地方股份，2010年先期开工郑渝铁路郑州至
南阳段。”

在南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网站上，8
月14日还发布了一篇《郑渝铁路前期工作进展
情况》的文章。

许昌成立“支铁办”，
洛阳方面很低调

关于郑渝铁路，许昌市政府一直没有放松
过。许昌市发改委一工作人员称，许昌市委书
记毛万春、市长李亚对郑渝铁路都很关注，“并
指示我们要把工作进展情况通报给网友”。

许昌市委、市政府于今年 3月在网上对郑
渝铁路的进展情况进行了第一次通报，通报中
说，到目前铁路部门还没有委托设计单位编制
预可行性研究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环境影响
评价报告等技术文件，不确定因素还很多，市
委、市政府密切关注该项目前期工作动态，并随
时采取相应措施。

为便于争取郑渝铁路项目，许昌市还专门
成立了一个“支铁办”，负责协调项目的申报、建
设等。许昌市民赵益民说：“郑渝铁路穿境而过
已经写入许昌的区位优势的宣传语中。”

自去年 7月以来，平顶山市民纷纷给市领
导信箱发邮件，要求积极争取铁路。平顶山市
委书记赵顷霖、市长李恩东把网民的信件批转
到市发改委，甚至下了命令，“紧盯住此项目”。

洛阳网民则发表了《洛栾高速设想 力争郑
渝高铁走洛阳》《郑渝客运专线有安康方案，郑
渝铁路过洛阳不是没有可能！》等数十个帖子，
争论也异常的火爆。然而，网民的建议没有得
到洛阳市政府的回应。

截至目前，没有洛阳市政府对郑渝铁路的
任何官方消息。记者致电洛阳市发改委，洛阳

市发改委工作人员称，不便对郑渝铁路线路之
争发表看法。

据了解，在去年刚刚起纷争时，湖北的十堰
市深感势单力薄，准备联合洛阳一起争取郑渝
铁路，但由于湖北省有关部门指示十堰市不要
炒作郑渝铁路的事情，十堰市和洛阳联合争取
郑渝铁路的事情也没有进行。

郑渝铁路的走向牵动
利益格局

平顶山市发改委交通科科长王根说，平顶
山只有一条单线低等级铁路——处在京广和焦
柳两大干线之间的联络线。该线路客货混用，
大多数时候，煤炭挤占了客运空间。平顶山的
铁路客运长期处于紧张状态，没始发车，一天仅
7列火车经过，卧铺票加起来 40多张。“买不到
火车票是常事，书记、市长的关系也不一定买得
到。”在每年的平顶山两会上，要求改变铁路运
输严重不足现状的呼声，几乎都是热门。而王
根也无数次到省发改委和郑州铁路局、武汉铁
路局汇报他们的难处。

郑渝铁路为平顶山展现了一个诱人前景。
若郑渝铁路经平顶山，从平顶山去郑州的车程
将由目前 4个小时缩为一个多小时。同时，高
铁强大的运输力，无疑将极大缓解这个 500万
人口城市的交通压力。王根认为，郑渝铁路对
于平顶山市的对外交流、招商引资，都有巨大的
提升与帮助。“长远来看，带来的经济效益与社
会效益不可估量。”

网友“直播间”分析说，郑渝铁路的选线之
争恰好说明地方政府日益认识到高速铁路带来
的巨大价值。按照规划到 2012 年，我国将有
1.3万公里的客运专线以及郑渝铁路投入运营，
会建成以四纵四横为骨架的全国快速客运网。
到时会形成以北京为中心，到全国绝大部分省
会城市1至8小时的交通圈。其中，2小时经济
圈涵盖了郑州、济南、沈阳、太原等城市。京津
城际铁路开通一年，客流比开通前增长了86%，
拉动了两大直辖市的旅游服务业发展，也活跃
了两地的房地产，促进了两地的同城效应。

暨南大学客座教授曹景行说，我国已经开
始了高速铁路建设的高潮，在哪些地方设站关系
着地方的实际经济利益。郑州至重庆的高铁，不
同的省份和地区，展开了十分激烈的争夺。在这
种情况下，每个地区都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去考虑，
但是从整个国家的角度考虑，从整个地区的发展
考虑，应该更科学地规定，而不能够受到地方上运
用的特殊关系，或者特别要求的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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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7月郑渝铁路被写入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方案后，郑渝铁路
进入河南境内如何走，在民间有南阳—平顶山—许昌—郑州和洛阳—郑州
两种方案，南阳、平顶山、许昌和洛阳四地市民、政府争抢也围绕这两种方
案展开。

暨南大学客座教授曹景行认为，我国已经开始了高速铁路建设的高
潮，但在中国高速铁路建设中，铁路线经过的省市，在哪些地方设站却关
系着地方的实际经济利益。 晚报首席记者 张锡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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