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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3月 卢汉铁路
郑县车站建成。4 月，成立
了汴洛铁路工程局。

1906年4月 京汉铁路
郑州黄河大桥建成正式开
通使用。京汉铁路全线通
车。

1923年2月 京汉铁路
工人“二七”大罢工，它是铁

路工人运动的一个高潮。
1948年 10月 郑州解放。中原

陇海、平汉铁路联合管理委员会成立，
建立联合委员会党委。12月，陇海、平
汉铁路职工总会筹委会成立。

1949年 1月 31日 郑州成立陇
海、平汉铁路管理局。

1952年 11月 毛主席视察京汉
铁路黄河大桥、郑州车站。

1957年6月15日 铁道部郑州铁
路管理局改为铁道部郑州铁路局。11
月，京汉、粤汉两条铁路连接，命名为
京广铁路。

1958年 7 月、8月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先后两次视察黄河大桥。9
月，西安铁路局成立。10月，武汉铁路
局成立。

1960年4月 国家主席刘少奇视
察宝成铁路。

1987年1月 郑州铁路局实行局
长负责制。7月，撤销新乡、宝鸡分局，
分别并入郑州、西安分局。

1991年8月 经国务院企业管理
指导委员会和国务院生产委员会核
定，正式命名郑州铁路局为国家二级
企业。

1992年3月“首次中国500家最
大服务企业评价”在南京揭晓，郑州铁
路局郑州、洛阳、武汉、西安、襄樊等五
个分局榜上有名。

1993年4月1日 实行新的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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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范强是一名文
学和摄影爱好者。谈到郑州的交通枢纽地位，范强沉思片
刻说道：“其实从今年春节放假起，我想写一本关于郑州交
通枢纽地位的书，名字都起好了，就叫《郑州 枢纽之城》，但
只是写了很短很短一点。”

交通走到哪儿城市发展到哪儿
范强从古到今谈到郑州的交通发展变化，他说从相传四

千多年前的黄帝造车再到晚清时代的铁路车站，郑州注定就
是一个交通枢纽城市，当年的郑县只有火车站和二七纪念塔，
城区道路就是东西大街，随着近时期的铁路和公路铺线扩张，
郑州城区面积不断扩大，可以说交通走到哪儿，城市发展到哪
儿，交通对郑州的城市发展起到强力导向作用。

“一个城市如同一个人，从它诞生之日起都是有性格
的，郑州也不例外。”范强认为，郑州的性格或者说城市精神
即定位“交通城市”，它之所以和开封、洛阳不同，郑州是个
融合性、亲和力很强的城市。从历史考究，郑州比深圳更具
备国内最早的移民城市称号，一座郑县火车站拉来天南地
北各方人士，我们身边的人无论是谁，如果扒拉亲友关系都
会有铁路职工的影子。不论你是不是土生土长的郑州人，
只要你去努力创造都会在这里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交通优势带动现代服务业
在很多城市都还依照整点发车之时，郑州火车站已经

开始按时刻几点几分发车，郑州站平均每 40秒停靠发送一

列火车，早已贵为全国特等大站。
今年 1月新组建的郑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囊括城市公

交和出租职能，仅公交公司职工就有 1万余人，而郑州交运
集团职工也有万人以上，如果按照企业职工带眷属 1∶3的
比例，交通毫无疑问是郑州人口关联最多的产业之一。

作为交通枢纽之城，由自身的交通强势迅速带动郑州
的现代服务业、物流业、会展业、旅游业快步发展。这就是
郑州交通优势的延展性。

交通是城市发展的先行官
“要想富先修路”抑或“火车一响，黄金万两”，都印证了

交通发展对一座城市的重要性，城市支撑离不开社会性和
技术性。社会性依靠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铺就，而技术性
就以道路延伸为标志。

“我记得国务院对郑州城市定位有过 4次批复，从纺织
城到商贸城，还有区域中心城，但多年来始终未变的就是对
郑州作为全国重要交通枢纽城的定位。”范强充满自豪地
说，在全国只有河南敢提出来县县通高速，事实证明河南省
这4年来都稳居全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第一的荣耀，而郑州
也是全国唯一敢提出“双线通县”的城市，无论是新密、新
郑、荥阳、登封、巩义抑或上街，都保证至少有两条甚至两条
以上的高速公路经过辖区。其中登封更是包括郑少高速、少
洛高速、巩登高速、永登高速，以及即将开建的机场至少林寺
高速经过，成为河南第二交通枢纽。

晚报记者 辛晓青 王菁/文 张翼飞/图

铁路运输完成

90% 的全省煤炭外运量

65% 的全省粮食外运量

50% 的全省旅客周转量

75% 的全省货物周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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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是铁路人的圣地

想写一本书，《枢纽之城》

郑州是“二七”大罢工的策源地，许许多多的铁路先贤
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鲜血和足迹，郑州始终是铁路人的“圣
地”。说起这座火车拉来的城市，其实只有郑州人才知道铁
路对郑州有多么重要。副省长张大卫曾经在石武客专开工
动员大会上强调：“如果失去铁路枢纽的优势，河南就会在
下一轮的发展中失去机遇。”

在郑州集中又奔向八方
郑州铁路局局长张军邦认为，郑州最首要的还是区位

和交通的优势，是无可替代的，是铁路和公路的综合交通枢
纽。如果再加上航空的辐射与发展，以郑州为中心、以 500
公里为半径画一个圆，它覆盖了我国3.5亿的人口；以700公
里为半径画一个圆，它覆盖了我国7.2亿的人口。

“我们郑州局地处全国路网中心，全国南来北往的列车
大部分要从郑州铁路枢纽通过。在河南省境内的社会周转
量中，约90%的煤炭外运量、65%的粮食外运量、50%的旅客
周转量和 75%的货物周转量，要通过铁路运输来完成。”张
军邦说，郑州铁路枢纽的安全畅通，不仅关系到河南经济社
会的发展，还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大局。

郑州将形成一个双“十”字铁路网
翻开河南的版图，我们会看到，京广、京九、焦柳三大铁

路干线纵穿南北，陇海、宁西、侯日横贯东西，构成了河南境
内“三纵三横”铁路交通网体系。京广、陇海铁路在郑州构
成了一个“十”字架，郑西客运专线（今后还要往东延伸到徐
州），以及京广客运专线也将在郑州交会，届时，郑州将形成
一个双“十”字架铁路网。

目前，已经形成了以郑州为中心，包括洛阳、开封、新
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等9个省辖（管）市在内的
中原城市群。铁路将这些区域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而随着客
运专线的建成，郑州到北京、西安、武汉、南京等城市将在3小
时左右到达。这种区位优势，在全国其他省份是少有的。

同时，到2013年，郑州局管内干线铁路将全部实现复线
电气化，基本实现5000～6000吨重载运输，侯日煤运通道实现
四线运输，管内东西南北各区域之间大能力货运通道网络初显
规模。此外，郑州至焦作、郑州至开封、郑州至新郑机场城际
铁路也将在3～4年建成。届时，郑州局运输能力将产生质的
飞跃，客货运输将更加便捷通畅，“人便其行”、“货畅其流”的局
面将真正形成。 晚报记者 辛晓青 王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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