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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文化和旅游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

小组办公室、广东省人民政府近日联合公布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从近

期展望至2025年，人文湾区与休闲湾区建设

初见成效；远期至2035年，宜居宜业宜游的

国际一流湾区全面建成。

三地聚力打造大湾区
“三宜”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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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区域发展
“样板间”

□ 孙思可

京津城际实行月票制、京雄城际开通运

营、京哈高铁建成通车……京津冀协同发展

战略实施近7年来，交通一体化成为率先突

破的重点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在加速奔

跑，服务民众新生活。

作为国内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之一，京

津冀地区的建设始终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处

于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京津冀既要做一体

化发展的示范区，又要做高质量发展的“样

板间”。

一个规划，构筑京津冀地区高速发展新

蓝图。区域要发展，交通必先行。构建“轨

道上的京津冀”，实现各类生产要素在大范

围内畅通流动，可以更好地激活起京津冀地

区乃至整个华北地区范围内的“大循环”，从

而有力支撑京津冀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现

如今梦想初成，在规划蓝图中已实现了4对

环绕京津冀开行的普速列车，在2898公里的

巨大圆环中，打破了三个区域核心城市之间

的地理阻隔，为盘活区域内客流、货流，充分

调动现有发展资源立下了汗马功劳。

一个环网，架起京津冀地区产业升级新

模式。京雄城际、京津城际延长线、石济高

铁、京张高铁、京哈高铁等连点成网，串珠成

线。0.5小时~1小时的便捷出行，让空间上

的“一体化”悄然变成时间上的“同城化”。

密布的高铁网将北京周边的各个城市连接

起来，周边地区已然承接了北京疏解的产

业，进而带动了人口疏解，实现了产业升

级。从智慧物流云平台的天网系统和多样

式联运的地网系统，到中欧班列在邯郸货运

中心不间断发出，“轨道上的京津冀”成为国

内国外“双循环”发展的助推器。高效的货

流运转带动了产业结构转型，发展模式升

级，促进更高能级的产业链条不断融入京津

冀一体化发展之中。

一趟列车，满载京津冀人民不断奔向新

生活。经由高铁网形成的城市群效应恰如

其分地促进了基本公共服务便利共享，帮助

京津冀地区百姓在交通出行、旅游观光、文

化体验等方面率先实现“同城待遇”。铁路

部门在京津冀地区深化服务改革，创新运输

产品供给，在运输服务便利化上推出更多新

举措。无论是在沿途各站设置爱心服务台、

母婴候车室、儿童娱乐区和医疗救助点，还

是在枢纽站推出车站智能手机App，实现自

助进站、候车、换乘等信息服务，都标志着

京津冀铁路服务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前

不久，北京市郊铁路 S5 线（怀密线）正式从

清河站改为北京北站始发终到。旅客出行

有了更多选择，还可更加便捷地游览雁栖

湖、红螺寺、青龙峡等景区，提升了京津冀的

整体服务格局，让旅客的获得感、幸福感更

加强烈。

用一体化的思路和高质量的举措打破

发展壁垒，以区域性的规划和高标准的服务

提升出行满意度，“轨道上的京津冀”正在以

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与使命感，为区域高质量

发展不断贡献着力量！

□ 樊 曦 岳 阳 周 圆

京津城际实行月票制、京雄城

际开通运营、京哈高铁承德至沈阳

段建成通车……京津冀协同发展

战略实施近7年来，交通一体化成

为率先突破的重点领域。“轨道上

的京津冀”在加速奔跑，服务民众

新生活。

高铁连点成网

2020 年 12 月 27 日 10 时 18

分，雄安新区刚刚落成的雄安站

内，复兴号高速动车组C2702次列

车准时发出，驶向北京西站。自

此，京雄城际铁路全线开通运营，

北京与雄安这座“未来之城”紧紧

联在一起。

“京雄城际铁路全线贯通后，雄

安新区融入京津冀城际铁路网，实

现了雄安新区与北京、天津的半小

时交通圈。”雄安高铁公司雄安指挥

部副指挥长李政说，开通后，北京西

站至雄安新区间最快旅行时间50

分钟，大兴机场至雄安新区间最快

19分钟可达。

39岁的常永山来自北京大兴，

是中国电科集团太极计算机股份有

限公司雄安分公司总经理。这家公

司2018年进驻雄安，参与新区智能

城市规划建设，目前新区常驻员工

70余人，大多来自北京。

“以前开车大约要一个半小时。

高铁通车后，将极大解决公司员工京

雄两地通勤问题。”常永山说。

除了京雄城际之外，京津冀的

“高铁名单”还有一长串：京津城际

延长线、石济高铁、京张高铁、京哈

高铁承德至沈阳段……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有关

负责人表示，高铁逐步连点成网，京

津冀半小时、一小时交通圈已初具

规模，让空间上的“一体化”悄然变

成时间上的“同城化”。

普速串联成环

在京津冀区域内高铁逐步成网

的同时，普速铁路也在快速发展。

为盘活区域内既有铁路线路

资源，铁路部门打通河北省邯郸、

邢台、衡水、沧州、唐山、承德、保

定、定州8个地市级城市与北京、

天津和省会石家庄之间的地理阻

隔，以石家庄、邯郸为支点，开行

4对环绕京津冀的普速环形列车，

大环形列车单程运行最长距离达

2898公里；小环列车由衡水始发，

经停天津、唐山到达秦皇岛；由邯

郸始发经停石家庄、北京西到达张

家口。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有关

负责人表示，环形普速列车的开通，

不仅实现京津冀区域内主要地市级

城市之间的有效串联，也为目前尚

未开通高铁线路区域的地市级城市

民众提供了就近通过北京、天津和

石家庄一次性换乘高铁的良好出行

体验。

与此同时，市郊列车的大力开

行也在积极缓解京津冀交通压力，

促进区域交流合作。

除了已经开通运营的津蓟线

市郊列车、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

心线等，北京市郊铁路S5线（怀密

线）去年9月30日正式从清河站改

为北京北站始发终到。旅客出行

有了更多选择，还可更加便捷地游

览雁栖湖、红螺寺、青龙峡、古北水

镇、金山岭长城等景区，提升出行

体验。

未来出行更美好

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发展蓝

图上，京唐城际、京滨城际、津兴铁

路等多条高铁的建设正在不断推

进，石雄城际、雄忻高铁、雄商高铁

等多条铁路的建设审批通过……

1 月 22 日 ，一 列 崭 新 的

CR400AF-G型复兴号高寒动车组列

车呼啸驶过京哈高铁北京至承德

段，京哈高铁全线开通。

京哈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

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速铁路

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即将

开通运营的最后一段北京至承德

段，将承德市拉进首都 1小时交

通圈。

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铁

路部门在不断完善路网结构，全力

打造互联互通、便捷高效的交通网

络。目前，北京、石家庄、天津、廊

坊、沧州等城市间开行了朝夕通勤

早晚动车组。

展望未来，中国铁路北京局集

团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铁路部门

将在高铁、城际、普速、市郊等列车

开行的基础上，根据早晚高峰客流

需求，进一步优化京津冀地市级以

上列车开行方案，增开热门方向城

际列车，充分满足民众出行需要，打

造出行美好生活。

□ 节永志

1月22日8时40分，编组8节

车厢的首趟京哈高铁 G902 次列

车缓缓驶出哈尔滨西站 1 站台。

4小时52分后，抵达终点北京朝阳

站——原本北京、哈尔滨两地间

最快的铁路车程为 6小时 32 分，

因为京哈高铁全线贯通，实现了

最大幅度的压缩，这意味着乘客

最快当天就可以实现京、哈两地

的往返。

京哈高铁全线贯通更重要的意

义在于，这条新开通的大动脉把黑

龙江、吉林、辽宁、北京穿点成线，将

使东北与京津冀两大经济板块“握

手”更加紧密。

压缩的是时间
提高的是互动效率

1月 22日7时许，哈尔滨西站

候车大厅。距离 G902 次列车检

票还有不到半小时，乘客翁睿检

查过出差时需要的各种文件，准

备登车。由于工作原因，他平均

每周都要去北京两次到三次，为

了不影响第二天的工作，翁睿要

乘坐前一天晚上 9 点多出发的 Z

字头列车，在车上度过10多个小

时后第二天 7 点多到达目的地，

按照一来一回往返计算，每次出

差他都要在火车上待两个晚上，

“工作了几年，我甚至习惯了每次

出差都在晚上出发。”

此次京哈高铁的全线贯通，他

保持了几年的习惯将被改变——乘

坐早上 8点多开行的京哈高铁列

车，最快4个多小时就能到达北京，

公务办妥后当天就能回程。“车程压

缩了，我可以用原本花在路上的时

间做更多工作，工作效率随之提

高。这样的习惯，谁不乐意改变

呢？”翁睿说。

坐在候车席另一侧的赵先生带

着妻子王女士搭乘G902次高铁列

车回沈阳老家。京哈高铁全线贯通

后，哈尔滨、沈阳两地的最快车程随

之压缩至两个小时。赵先生坦言，

花费和原来相同的票价，体会到的

却是目前两地铁路最快的运行速

度，“出行效率提高了，以后回家我

们就坐这趟车了。”他说。

在疫情防控方面，京哈高铁同

样准备完善。执行G902次京哈高

铁旅客运输任务的哈大高铁车队队

长高宇表示，车队加强了对车厢内

的消毒，以及对乘客的测温工作。

同时，车队还在车厢内统一安排了

发热乘客的隔离坐席，确保发热乘

客早发现、早隔离。

高铁“紧逼”
京哈常态机票有望降价

北京、哈尔滨两地相隔1200余

公里，京哈高铁全长1198公里，这

意味着高铁列车几乎是呈一条直线

往来于北京、哈尔滨之间。不走“弯

路”，直达目的地，这样的优势让人

很容易将高铁同航班进行对比。在

京哈高铁开通前期就曾有人预言，

去北京“坐高铁还是坐飞机”，将成

为高铁开通后乘客出行前要纠结一

番的“难题”。

业内人士表示，民航的优势在

于运行速度快，如京哈航线航程为

两个多小时，但缺点则是受天气影

响大，一旦发生航班延误甚至取消，

乘客还要付出额外的出行成本。更

重要的是，目前，国内很多航空公司

都在逐步将航线由北京首都机场迁

至距离市区更远的北京大兴机场，

乘客由大兴机场去往北京市区要花

费不少时间成本，这还不包括乘客

搭乘飞机时需要提前两个小时赶往

机场的时间。由此，在出行时间成

本上、顺畅度上，京哈间航班并不占

明显优势。

从票价方面看，京哈高铁二等

座票价最低523.5元；目前受疫情影

响，哈尔滨至北京不少航班票价在

200元左右，春节前夕部分票价甚

至低至120元、90元。“表面上看貌

似乘坐航班更有吸引力，但是这只

是特殊时期的短暂优势。要知道，

常态下，京哈间机票价格七八百元，

或是1000多元，都是很正常的。”业

内人士说。

目前京哈高铁终点——新建

北京朝阳站距离市区相对较近，乘

客到达市区花费的成本也较少。

“目前看京哈间出行高铁更具优

势。相关研究显示，我国1000公

里左右的中短程航线中，虽然受到

了高铁冲击，但却没有一条航线停

飞。”业内人士表示，在高铁已占据

优势情况下，航班则会通过票价打

折和削减航班进行应对——京哈

航线常态票价有望较此前进行一

定幅度降价。

搭乘高铁
冰城加速驶向全国

打开黑龙江省高铁线网规划

图，已建成的京哈、哈齐、哈牡高铁，

以及在建的牡佳高铁、哈伊高铁纵

横交错……各条线路共同织密了黑

龙江省高铁网络。

根据铁路部门的统计，上述高

速铁路开通后，黑龙江省境内将有

11个地级市与高铁连通，届时高

铁线网将覆盖全省 94%的人口。

四通八达的高速铁路网，不仅极大

缩短各区域的时空距离，人们“在

家门口就能坐高铁”的愿望，将不

再是梦。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京哈高铁

的全线贯通，哈尔滨也成为全国

高铁网中的重要一站，这将进一

步密切哈尔滨，乃至黑龙江与国

内其他地区的联系，促进区域经

济协调发展、助力东北全面振

兴。“比如哈尔滨被称为冰城夏

都，冬夏季旅游资源丰富，京哈高

铁开通后会不断吸引全国游客更

加快捷地来欣赏美丽北国风光；另

一方面，长期以来，北京在高新技

术、人才、金融资源方面在全国范

围内都有着显著优势，而京哈高

铁的开通直接拉近了哈尔滨等地

进京的‘交通距离’，这将成为这些

城市到北京招商引资的又一筹

码”。相关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新

一轮东北振兴规划的开启，东北城

市群发展的新格局也逐渐浮出水

面。由京哈高铁所带来的完善交

通运输体系，将助力构建东北都

市圈，带动东北地区各个城市群

之间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

进一步形成互促共进、互利共赢的

良好发展格局。

“轨道上的京津冀”服务民众新生活
——京津冀城际铁路建设综述

京哈高铁让冰城更紧“握手”京津冀
这条新开通的大动脉把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穿点成线，使东北与京津冀

两大经济板块“握手”更加紧密

京哈高铁全线贯通
东北新增一条
进出关高铁通道

1 月 22 日，沈阳至北京首发

G908次复兴号列车驶出沈阳北

站，驶向北京朝阳站。京哈高铁

当日实现全线贯通，东北新增一

条进出关高铁通道，北京至沈阳

最快2小时44分可达。图为乘务

员在G908次复兴号列车旁合影。

于海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