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2月9日 星期六

编辑 赵佳 校对 司建伟

T8

济 南 和 郑 州 如 何 协 同 抢 抓
“米”字形高铁贯通这一历史机遇，
推动区位优势、现代交通枢纽优势
转化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胜
势，是济南市与郑州市以及济郑高
铁沿线所有城市都面临的一种特
别重要的如何加快高质量发展的
新课题。

对此，张占仓认为，道路通，产
业兴，适应新形势，济南与郑州两市
宜主动联手全面深化区域合作，尤
其是要加强经济、社会、文旅、科研
等方面重要项目的交流与合作，尽
快建立健全两个省会城市之间领
导、企业家、各类人员等密切交流的
机制，推动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从
加快高质量发展起步，进一步提升
两个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同时，要
抓住高铁带来的产业转移和高新技
术产业加快发展机遇，加大相关产
业引进与合作培育力度，提升城市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平。相对而
言，郑州高端人才资源相对不足，建
议要更加主动地对接济南以及山东
省的高端人才资源，为当地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形成新质生
产力的新动能。

河南省物流学会副会长仝新顺
认为，交通作为链接各类要素最紧
密的纽带，是人才、信息、资金、技术
等高流动性经济要素的关键配置
点，对枢纽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基

础性作用。济郑高铁全线贯通进一
步增强了郑州交通区位优势，有利
于优化高铁沿线的城市产业结构，
可力争把郑州的交通区位优势转化
为枢纽经济优势，并有效降低交通
物流运输能耗，以实现“人享其行、
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济郑高铁
的全线贯通也使得鲁豫两省交通的
通达度明显提升，时空距离进一步
压缩，商务、旅游、探亲出行便利很
多，将加快郑州、济南生产要素的流
动，尤其是科技人才、技术创新实现
优势互补，未来中原文化与齐鲁文
化的交流互鉴将更加频繁。

在刘涛看来，借助济郑高铁开
通的契机，建立合作机制，创新发展
模式，拓宽发展空间，努力构建更宽
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合作交
流新格局。可以推动两地及沿线城
市的产业衔接、文化交流、市场共
享，在生态保护、资源开发、产业互
补、旅游合作等方面达成共识，逐步
形成“高铁+产业”“高铁+旅游”“高
铁+文化”等全新发展模式，从而增
强郑州和济南两座城市的竞争力、
辐射力和带动力。尤其是济郑高铁
沿线资源丰富、景点众多、文化厚
重，高铁作为旅游流量通道，可以串
联起沿线的旅游景区景点，促进区
域文化交流互动，形成更多的文旅
新业态、新产业，打造成区域文旅高
质量发展新增长极。

山河相依谱新篇
本报记者 左丽慧 秦华 张竞昳 张倩 见习记者 孙婷婷

12月8日，济郑高铁全线开通运营，将郑州的高铁朋友圈扩大到
山东半岛，郑州“米”字形高铁圆满形成，郑州成为中国第一个“米”字
形高铁枢纽城市。豫鲁两省有何历史渊源？高铁的开通对郑州交通
枢纽优势的再造、经济版图的重塑等有什么样的意义？记者就此采
访了文化、社科、经济、交通、物流等各个领域的专家。

“山东与河南、济南与郑州，无
论地理上还是历史文化上关系都非
常密切。”郑州知名文化学者阎铁成
说，济郑高铁的开通，进一步拉近了
河南和山东的时空距离，为两地经
济文化的交流和人员的来往，提供
了更便捷的条件。

阎铁成告诉记者，山东多座城
市的形成与河南的水系有关。古代
中国有“河、济、淮、江”四大水系，
其中的济水发源于河南，它从王屋
山下流出，穿越黄河在郑州西北形
成著名的荥泽，再从荥泽向东北流
去，穿越今天的山东半岛，奔向大
海。从远古到清代初年，郑州与济
南同踞济水畔，共饮一河水。后来
黄河夺取济水河道入海，郑州与济
南又成为黄河上的姊妹城，关系非
同一般。

由于山水相依，历史上山东与
河南、济南与郑州交往非常紧密。

“早在五千多年前，郑州大河村的先
民们就与山东的先民有来往。在大
河村遗址中，发现了来自山东大汶
口文化的细泥灰陶尊、背壶、宽肩
罐、敛口盉等器物，在山东也发现了
来自河南仰韶文化的彩陶。”阎铁成
说，在三千多年前的夏代和商代，山
东的东夷文化与中原的夏商文化也
多有融合。在郑州新砦遗址，发现
了大量东夷文化的元素，在郑州小
双桥遗址也有很多山东岳石文化的
印记，而中原王朝青铜文明的光辉
最终也普照山东。

随着一统王朝的建立，河南成
为王都之地，距她最近的山东也成
为王畿之区，文化和人员的交往更
加密切，形成了民风民俗相近的共
同体，从河南到山东“工作”的人越
来越多。“公元前七世纪，郑州登封
人管仲到山东做生意，因其雄才伟
略，成为齐国宰相，他采取了一系列
的改革措施，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
之一；郑州巩义人苏秦在齐国为
相，以合纵连横策略联合山东六国
抗秦，使秦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
还有从河南到山东避难的殷商后裔
孔子，潜心研究治国之策，周游列
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令人起
敬……”说起古往今来穿梭于豫鲁
大地的古圣先贤，阎铁成如数家珍，

“今天，在郑州新郑、中牟等地都可
以看到孔子留下的足迹。建于公元
一世纪的郑州文庙则是国内除了曲
阜孔庙外最早的纪念孔子的庙宇，
表达了郑州人对这位先贤同乡的尊
敬和怀念。”

济郑高铁的开通，架起了山东
与河南、济南与郑州交流来往更加
便捷的通道。畅想未来，阎铁成满
怀期待：“两地有相同的文化、相同
的山水，有割不断的亲情，有贯彻落
实国家黄河战略的共同使命，山东、
河南这两个全国人口和经济大省，
济南、郑州这两个 GDP超万亿的大
市，一定会更密切携手合作，创造更
美好的明天，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宋向
清认为，济南、郑州两座城市各有担
当、各有优势，打通连接豫鲁两省的

“任督二脉”，既能辐射带动周边城
市发展，又能发挥齿轮作用，串联起
晋冀鲁豫所在区域资源，有利于市
场联通和产业融通，推动沿线资源
的高效配置和经济融合发展；有利
于为河南山东产业经济转型升级和
构建以科技创新引领的新发展格局
注入新的活力，催生并优化河南山
东经济结构、产业分工、技术升级和
市场转型，促进河南山东在发展现
代流通业、畅通经济新循环、提升企
业竞争力上掌控发展先机。这条黄
金通道将为沿线区域提供良好的经
济互动条件，推动产业、资本、技术、
知识等外溢，带动创新要素在沿线
城市集聚和扩散。

河南省商业经济学会副秘书
长、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博士胡钰表
示，济郑高铁全线贯通，郑州的“米”
字形高铁枢纽地位将进一步加强，
成为承东启西、畅通南北的“高铁心
脏”。济郑高铁一头是半岛一头是
中原，济南与郑州高铁直通后，利用
郑州枢纽，可以连接更多沿黄省份

的核心城市，济南、郑州、西安、西宁
等黄河沿线省会连成一条线。山东
是“菜篮子”，河南是“粮袋子”，自古

“粮油米面菜不分家”，未来两省合
作空间非常大，可以共建“米面菜”
产业基地和供应链，可以打组合拳，
沿着高铁线北上南下和出海，国家
高质量发展中又多了一个增长极。

山东大学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
心主任张汝华认为，济郑高铁让济
南和郑州两个省会城市实现了一种
直接的连通，济南和郑州所代表的
山东半岛城市群和郑州为核心的中
原城市群，同时实现了两大城市群
之间的直接连通。根据交通和出行
的一些相关理论可以测算，当两座
城市通达时间缩短一半时，两地人
员往来、客流量会成倍增加，可达性
提高所带来的这种效益，直接转化
为两地的人员交往频繁度增加，可
更好地促进两地之间的经济联系。
两个城市群的核心城市能够实现两
小时之内的直达，可以给我们带来

“同群”效应，让两个城市群更好地
融合，然后发展为沿黄经济带，能够
使整个区域可以获得更好更高质量
的发展。

中共河南省委咨询组研究员、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张占仓认
为，济郑高铁全线贯通，是鲁豫两个
全国经济大省协同合作的重大工
程，从此，山东半岛城市群与中原城
市群时空距离进一步拉近，郑州与
济南协同成就了“米”字形高铁枢纽
携手共进之梦。过去，郑济之间虽
然物理距离并不遥远，但受交通条
件所限，来往一直不太方便，从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相关生产要素特别是
人员的高效流动。此次协同创造全
国“米”字形高铁枢纽之间高效连
通，彻底改变了这两个省会城市之
间的关系，为两个经济大省特别是
省会城市及两大城市群均将带来加
快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步伐的历史
机遇。

郑州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历史文化所所长刘涛表示，济郑高
铁全线贯通标志着这两座“万亿
GDP 之城”正式开启“1.5 小时高铁
圈”，让两座城市从互联互通变成了
直接联通，也为中原城市群与山东
半岛城市群的相向而行奠定了基
础，更为山东、济南两个省会城市以
及豫鲁两省的合作提供了无限空
间，对于叠加了中部崛起、“一带一

路”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的中部地区而言，无疑又增
添了新动脉。依托高地给两地带来
的发展空间无限，两地的协作联动、
直接联通将会形成庞大的发展能
量，形成山东半岛城市群与中原城
市群乃至黄河流域新的经济脉动，
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谈及济郑高铁开通运营对河
南尤其是郑州的重要影响，郑州轻
工业大学副教授李国政认为，济郑
全线贯通将为郑州带来前所未有
的机遇，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突破省
域界限的物理延伸，而是将郑州和
济南这两大省会城市直接相联，极
大压缩了时空距离，使郑州真正坐
实了全国第一个“米”字形高铁枢
纽和全国“高铁心脏”的地位。京
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地区、
山东半岛等国家重要的战略增长
极通过郑州实现了互联互通，推
动了劳动力尤其是中高端人力资
源、资本、技术等要素资源在全国
范围内的高效流动和合理配置，
为要素协同和现代产业分工体系
的完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撑条
件，将赋能郑州进一步融入全国
统一大市场。

山河相依共担文化复兴使命

各有担当各有优势赋能豫鲁经济融合发展

贯通郑州“米”字通道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

抢抓历史机遇打造高质量发展增长极

郑州被列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图为郑州东站附近的铁路网
与地面交通网航拍图 本报记者 李新华 摄

豫剧演员赴济南文化交流
本报记者 唐强 摄

热心网友在发车前拍照留念
本报记者 李新华 摄

济郑高铁全线开通 特 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