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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高铁时代

“像风一样快”，高铁如风，追逐着
梦想，追赶着时代，追求着卓越，奔向一个又一个
辉煌的未来。

高铁无疆，高铁的新边疆就是时代的新边疆，
就是速度和力量的新边疆。欲以致远，源之和谐；
和谐方显价值，和谐方能致远。“和谐”致远，高铁
用魅力把和谐运向远方的远方。

2012年，传统年历的龙年。龙年，有龙一样的
运势：龙腾虎跃，凯歌飞扬；龙年郑州，龙飞九天，
好事异彩纷呈。这一年，注定是不同凡响的一年；
这一年，是万众意气风发的一年。这一年，对于广
大郑州市民来说，郑东高铁站正式投入运营和石
武客运专线郑州至武汉段正式投入使用，是一件
盛事、喜事，待到年底，郑石高铁正式开通并与京
石高铁接轨，届时，京深客运专线将全线贯通，郑
州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与这一喜讯联袂而至的另一个佳音则是，横
跨我国东西大动脉的徐（徐州）兰（兰州）高铁将于
2014年建成通车，其中的郑西高铁已于2010年1
月28日实现通车。京港、徐兰两条高铁线路在郑
州实现交会，郑州将成为除长沙之外中国仅有的
两条高铁线路交会的省会城市。

铁路是什么？铁路是速度，是金属铿锵而歌，
是汽笛向大地两边推开的风景，是带来繁荣、和谐
的颂诗。“速度，一道时代的命题/华夏追寻了一百
年/历史翻过了一百年/春风阅读了一百年”，在铁
路深邃的历史中，“中国的列车/穿越了光荣，穿越
了梦想/穿越了历史，穿越了风烟”。铁路之于郑
州，更显意味深长，因为郑州就是一条条铁路巨龙
拉来的城市。

两条铁轨，载动着郑州的城事，载动着绵长的
记忆，见证着郑州成长的足迹。“火车开来了/从
此，蒸汽机车不停地鸣叫着/火车的灯光照亮国土
和历史的长廊/海与大陆连接。从北方到南方/群
山起伏着，平原伸展着/工业推动历史的波浪”。
郑州，作为我国第一人口大省、第一农业大省、第
一粮食大省、新型工业大省、经济总量大省、文化
大省、旅游资源大省的省会，作为中部崛起的桥头
堡和龙头城市，作为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增长区，作
为千万人口规模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因其独具的
交通区位优势，因京广、陇海两条纵横铁路大动脉
的交会，无可争辩地成为中国的铁路枢纽，成为中
国的“铁路心脏”。

风雨无阻，风驰电掣，火车从郑州这座二
七城伸向四面八方。铁路像时光隧道，一列
列 火 车 从 历 史 的 深 处 驶 来 ，车 轮 转 动 ，信 号
灯 闪 烁 ，将 城 市 的 过 去 、现 在 、未 来 一 路 贯
穿。郑州城市的建设史，见证着中国铁路的
发 展 史 ；郑 州 城 市 建 设 的 印 痕 ，铭 刻 着 中 国
铁路迁延史、变革史。如果中国铁路的发展
历程是一部浩繁大书，郑州则是这部大书的
扉页和封面。如果古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今
有 河 南 是 中 国 的 缩 影 ，谋 河 南 的 事 ，解 中 国
的题，“明日河南之于中国，必同于今日中国
之 于 世 界 ”，回 首 和 盘 点 郑 州 城 市 建 设 的 里
程 碑 ，如 同 勾 勒 和 梳 理 中 国 铁 路 的“ 编 年
史”。

大河东流，往事如昨。
与铁路牵动的历史相比照，今天，郑州
的发展依然高歌猛进。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
略，为这座光荣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更大的发
展机遇。郑州都市区，蓝图绘就扬帆出海的愿
景，郑东新客站的建成投入使用和郑州—武汉
高铁的开通运营，必将深刻而强烈地影响郑州、
提速郑州、拉升郑州、改变郑州。风鼓云帆航道
阔，长风破浪正当时。郑州—武汉高铁通车后，郑
州至武汉的高铁时间将缩短至两个小时，郑州至
广州的高铁时间将锐减至六个小时，郑州至深圳、
香港乘坐将在七个小时内通达；郑州—石家庄高
铁年底开通并与京石高铁衔接后，郑州至北京的
高铁时间仅为两个小时。作为一种象征，这犹如
郑州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高铁，是社会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是当代高新技术的系统集成，它的建设和运营反
映了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因而有“大国技术”之
称。高铁把一个民族带向新的起点，带往更快的
发展速度，一路走来，从农耕文明阔步迈向工业文
明，从工业文明走向高铁时代，空气、土地和记忆
在明亮的铁轨上剧烈震动，无数的人们在与历史
的对话中感受民族的力量。资料显示，1964年，随
着全球第一条高速铁路投入商业运营，高速铁路
就拥有了快捷准点、运输量大、舒适安全、全天候
运行等一系列特征以及优质的客运服务和良好的
运营成绩。这些都昭示着这种新型的交通运输方
式是现在直通未来理想的重要途径与必由之路。
作为高速度、大运力、全天候、省能源、更环保的高
铁，作为新文明象征的高铁犹如一扇窗口，放牧着
人们的视野。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得更高，看得更
远。回溯世界铁路百年发展史，风卷云舒，潮起潮
落。高速铁路的兴起无疑起到了“新引擎”的作用，
再度掀起世界铁路发展的新浪潮，为铁路运输业，
尤其是铁路客运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促成了铁路及
相关产业的重生与复兴。历史之门重又开启，高铁
像风一样飞奔，银色双翼之外的事物在时空中逐渐
变得明亮，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字的背后，更多人
的生活，整个中原，整个郑州，都会因此发生变化。
高铁不仅为人们增加了一个与外界联通更加快速、
便捷的通道，更拉近了与世界的距离。毋庸置疑，
高铁的崛起，是交通运输史上的一场巨变，它还将
改变人们固有的地理概念和生活方式。

“秋天，黄金在天空舞蹈/火车向前方张开了
翅膀/我看见加速的奔跑抵近了飞翔/我看见条条
巨龙乘风破浪/我听见浪潮托起宏大而和谐的交
响”。高铁，被誉为“黄金新干线”。京深高铁全线
通车后，将像一条红线将沿线城市像珍珠般地连
缀在一起，串联起七个千万级人口规模的大都市：
香港、深圳、广州、长沙、武汉、郑州、北京。这些城
市将因这一“黄金新干线”而一线畅通，时空距离

瞬 间 缩 短 。
可以说，高铁不仅成为
沿线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极大地提速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加速沿
线城市的融城、同城的进程，还将改变国人的交通
观念和出行方式。高铁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新生
活的降临。

高铁是希望，高铁是转机。高铁是高地，高铁
是跨越。高铁是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的辐射
力和带动力，高铁是多种各类资源的吸附整合。
高铁穿过辽阔的国土，穿过高山与平原，为郑州经
济社会发展拓出一条快速、便捷的经济通道。

从高铁时代到高铁生活，人们所能感受到的是
时代的飞速进步与生活品质的提升。它不仅仅是出
行方式，更是人们的生存方式。生活既在此处，生
活更在别处。向世界敞开大门，厚重的中原在高
铁的低飞中，欢迎四海宾朋。可以说，河南就是中
国的缩影，早在新石器时期，文明的曙光就已在河
南升起，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的精美陶器以及
8000多年前的文字契刻符号和乐器等都足以震烁
古今。还有夏商的遗址、战国的青铜器、两汉的石
刻、三国的古战场、北魏的禅林、隋唐的石窟、北宋
的古城、明清的祠庙，漫漫的历史长河留下了数以
百万计的文物，使历代王朝的文化精髓凝练、积淀
下来。在河南，在郑州，在这里，历史筑起一座浩
瀚的实物博物馆，高铁带给人们的，不仅是惊奇，
更有深思。高铁之于河南、之于郑州，是可持续发
展的助推器，是实现全社会平衡发展的有效平
台。挥扬河南的光彩，郑州的精彩，新的铁路大动
脉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高铁时代，开启了一个新开端。高铁时代，让
人们更敏于感受时代脉搏的剧烈跳动。高铁时
代，更显发展的速度和时代变革的速度。在速度
与力量的相互冲击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将发生积
极的变化，一部分甚至被重新塑造。“我是海/我要
大到能够环抱世界/大到能够流贯永远/我是海/
要容纳应该容纳的一切/我这晶莹无际的碧蓝/永
远地，永远地/映照在这个大宇宙中间”。新的时
间开始了，一扇大门打开了，人们必然会因高铁时
代的到来而增加更多的现实的选择。

“我听见历史的车厢在喧响/在远处，在近
处”。每个人都是被历史车轮所牵动的人，都是向
生活的前方眺望的人，因而，由衷地祝福高铁，祝福
和顺、和善、和美、和谐的郑州，祝福这个时代，祝福
人们欣然踏进高铁生活，就是人人在中国高铁的汽
笛声中共同祈愿、相互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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