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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治·通向理想与幸福
□石大东

（上接T01版）
坐飞机很方便很便宜，去机场很方便，

服务很好；火车四通八达车次很多，有普通
车、动车、高速动车；高速公路网络成熟，相
互转换无障碍，路况好；物流业发达，货物集
散顺畅……这，是如今郑州立体交通枢纽的
真实写照。

而这些，是河南、郑州全力打造立体交
通枢纽的结果。这些，也同时解答了全国交
通大发展的新命题。

郑州，目前已然确立了全国交通枢纽地
位。郑州做了什么，又是怎么做的？

具有标志意义的事，应该铭记。
1989年，郑州北站成为我国铁路首个综

合自动化编组站，也是亚洲最大的铁路编组
站；1999年，总投资4亿元、历时12年的郑州
火车站改建工程完工，该站成为我国第二大
铁路客运站；2002 年，郑州铁路东站成为全
国最大的零担货物中转站和亚欧大陆桥最
大的集装箱集散地，也是全国最大的内陆一
类口岸。

1992年，全国首家内陆公路口岸——郑
州公路港建成；2002年，郑州实现村村通柏油
路；2003年，郑少高速公路通车，郑州所辖六
县（市）实现高速公路全覆盖；2004年，京珠高
速河南段全线贯通，我国“五纵七横”国道主
干线河南境内建设任务全面完成。坐拥连
霍、京珠两条高速公路主干线交会的优势，郑
州作为全国公路枢纽的地位日益突出。

有了这些，郑州的加工制造业、商贸业
等产业得到大力发展。建起辐射周边省份
的20多个国家级批发市场、120多个区域性
批发市场，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流淌成滚滚
人气与财富。

这些成就令人满意，但，危机恰恰紧跟
着就来到我们面前：全国铁路六大枢纽客运
中心，郑州不在其列！

我们郑州人深知，新一轮城市之间的竞
争，某种程度上是在交通枢纽建设这个层面
上进行的，谁反应快、出手准、干得好，谁就
会在未来一定时期内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
权。在这场失败不起的竞争中，郑州绝不能
输。否则，现实的优势可能丧失殆尽，郑州
将错失发展良机，那么，我们岂不成为历史
的罪人？

郑州的决策层意识到了巩固、强化郑州
枢纽地位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在2007年2月召开的全市领导干部会议
上，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文超说：“不久前，
市委常委会对今后一个时期郑州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思路作了进一步完善和调整……经
济发展思路是‘强化枢纽地位、优化工业结
构、建设商贸都市、发展现代农业’。”

“强化枢纽地位”首次在我市经济发展
思路中提了出来，而且放在了最前面，显示
了市委、市政府对交通在郑州经济社会发展

中战略性、基础性作用的高度重视。
其实，在此前的 2006 年，“强化枢纽地

位”虽然没有在工作思路中提出，但市委、市
政府在工作安排中已体现出对交通枢纽建
设的重视。当年启动实施的跨越式发展三
年行动计划八项重点工程就包含了交通枢
纽和物流工程，其中交通枢纽项目24个、商
贸物流项目9个，总投资约600亿元。

郑州，出手了！
枢纽建设，民航优先。
航空港是郑州参与国际竞争、融入全球

化市场的重要战略资源，是未来决定其枢纽
地位的核心要素。从郑州机场出发两小时
航程内覆盖了我国95%的经济总量和98%的
进出口总额，郑州发展航空物流条件得天独
厚。

郑州机场的定位是：客货并举的全国大
型枢纽机场和国际货运枢纽，到2035年，旅
客吞吐量达70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200万
吨以上。

围绕这一目标定位，一整套措施开始实
施：引进深航郑州分公司、鲲鹏航空公司等
航空公司“安家”郑州；投资14亿改扩建郑州
机场新航站楼，使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由原来
的380万人次增加到1200万人次、货邮吞吐
量由原来的3万吨增加到35万吨。

铁路优势，巩固强化。除了拥有京广、
陇海两条铁路“大动脉”十字交点的既有优
势，在方兴未艾的高速铁路发展大潮中，郑
州又坐在了京广、兰徐两条客运主干线的十
字交叉口，幸运地成为拥有两个铁路“黄金
十字架”的城市。把握难得机遇，郑州全力
服务郑西高铁、石武高铁建设，大力推进客
专郑州新站、石武高铁郑州黄河公铁两用大
桥、郑州火车站西出站口等重大项目的建
设。同时，积极推进郑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
等项目建设，以提高郑州铁路货运能力。

此外，作为省会和中原城市群的核心城
市，郑州大力发展城际交通通道，郑州至焦
作、郑州至开封、郑州至新郑机场城际铁路
等项目去年年底已开建。

公路网络，完善提升。除了已经形成的
高速公路网，郑州注重加强与周边城市，特
别是与周边卫星城市的通道联络，打造半小
时辐射圈、一小时辐射圈、两小时辐射圈。
郑开大道、中原西路（至荥阳）已建成通车，
郑汴物流通道、郑州至新郑快速通道正在建
设，郑州至新密快速通道、郑州至上街快速
通道今年 10 月将开建。投资 45 亿元、占地
4000 多亩的郑州国家干线公路物流港等重
点工程正在紧张施工。

在枢纽建设过程中，郑州打出“组合
拳”——注重各种运输方式的有效衔接，真
正做到各种运输方式各展所长、优势互补、
协调发展，使旅客实现“零距离换乘”、货物
实现“无缝衔接”。

有汗水，就有收获，郑州枢纽建设成效
初步显现。

航空港建设方面，2008 年，郑州机场被
确定为全国八大区域性枢纽机场。2009年，
郑州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734万人次、货邮
吞吐量 7 万吨，分别比上年增长 24.7%和
9.1%。目前，共有17家航空公司在郑州机场
运营，开通航线 78 条，通航 55 个城市和地
区，每周航班1400多个。

铁路建设方面，郑州火车站西出站口建
成投用，郑西客运专线今年 2 月 6 日开通运
营，“高铁经济”显现。郑州铁路集装箱中心
站去年也已建成。

公路建设方面，基本形成以郑州为中心
的一个半小时中原城市群交通圈。随着郑
开大道的通车以及郑汴、郑新、郑许、郑焦城
际公交的开通，郑州与中原城市群其他城市
的联系更加密切。

便利的交通也助推郑州工业、旅游、商
贸、物流、会展等产业风生水起、精彩纷呈。
2009年，全市共举办展会84场，累计办展面
积124万平方米，成为中国会展城市“百万俱
乐部”成员；全市接待境内外游客近 4167.7
万人次，比2004年的1387.4万人次增长了两
倍。

有了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的基础，
“现代化、国际化、信息化和生态型、创新
型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建设目标，就
有了保障。

我们的交通枢纽建设雄心何止于此。
围绕全国大型枢纽机场和国际货运枢

纽的目标定位，郑州机场第二航空楼和第二
跑道拟于今年开建。大力开拓国际、国内航
线，发展客运、货运业务。年内即将动工的
新郑机场至许昌、新郑机场至洛阳城际铁
路，机场与中原城市群其他城市的轨道联络
也应进一步加强。

铁路方面，郑徐客专今年开建。随着
2012年京广客运专线、2013年徐州至宝鸡客
运专线贯通，我省境内主要铁路干线将初步
实现客货分线运输，郑州到北京、武汉、长
沙、上海等城市将3小时左右到达。我省还
将争取开建郑州至重庆、太原、济南、杭州等
城市的铁路客运专线。此外，随着郑州铁路
集装箱中心站的投用，郑州的铁路货运能力
至少提高一倍以上。郑州作为全国铁路枢
纽和物流中心的地位将更加稳固。

公路建设上，打通省内断头高速公路，
对接省外高速，同时加快高速连接线建设。
今年上半年将开工11个高速项目，2012年全
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将突破6000公里，高速
路网也将更完善。郑州干线公路物流港正
紧张施工，郑州综合交通枢纽公路客运站等
4个公路客运站在建或即将开建。

这就是郑州的速度，奔向理想与幸福的
速度。

总编辑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