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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2 月 26 日，京广高速铁路北京至郑
州段正式开通运营，与此前已开通的郑州至武汉
段、武汉至广州段相连相通。至此，世界上运营
里程最长的高速铁路——京广高铁全线贯通，再
次刷新了中国高铁运营版图，中国大地再添一条
贯穿南北的高速大动脉。

2008 年 8 月 1 日，我国首条高速铁路——京
津城际铁路开通运营，高铁布局由此拉开大幕。
截至 2012 年 9 月底，我国投入运营的高铁共有
22 条，总里程达 7563 公里，跃居世界第一。短
短 4 年间，高铁已成为展示我国改革发展新成果
的“国家名片”。

京广高铁是我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四纵
四横”快速铁路网主骨架的重要“一纵”，可以
说是主骨架的骨干。京广高铁全线贯通对我国高
速铁路网的形成意义重大：

在北京，京广高铁与京沪高铁、京津城际铁
路交会，并通过京津城际、津秦客专、秦沈客专
与哈大高铁相连，形成东北地区通往关内地区的
快速客运网络。

在石家庄，与石太客专、拟建的石家庄至济
南至青岛客专相连，贯通华北和华东地区。

在郑州，与郑西高铁、在建的郑徐高铁相
连，连接起西北和华东地区。

在武汉，与合武、合宁高铁，通过汉宜铁路
与重庆、成都相连，连接起西南和华东地区。

在长沙，与在建的沪昆高铁相连，连接华
中、华东和西南地区，并通过杭州与杭州至宁波
高铁、宁波至温州至福州至厦门至深圳高铁相
连，连接起长三角和珠三角城际铁路网。

在广州，与广深港高铁广深段，在建的贵
广、南广铁路，珠海城际铁路网相连，直通澳门
和香港⋯⋯

联线串成网。可以说，京广高铁的全线贯
通，标志着我国高速铁路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

展，我国高速铁路网初具规模。
京广高铁全线贯通对于缓解既有京广铁路通

道运输能力紧张局面，提高综合运输能力意义重
大。长期以来，我国铁路运输能力严重短缺，尤
其是繁忙干线运能紧张，在春运、暑运、“五
一”、“十一”等客运高峰期，只好停开所有货物
列车来保障旅客运输。京广高铁全线贯通后，与
既有京广铁路相匹配，可实现客货分线运输，既
有京广铁路货运能力将得到极大释放，大大提高
运输能力和运输效率。

京广高铁的全线贯通大大缩短了沿线城市间
的时空距离，方便了沿线人民群众出行。京广高
铁纵贯北京、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 6
省市，串起首都北京和石家庄、郑州、武汉、长
沙、广州 5 个省会城市及众多中等城市，沿线人
口众多、城市密集、经济发达。京广高铁全线贯
通后，北京至广州间最快高铁列车运行时间可在
8 小时以内，至长沙最快 5 小时 40 分，至武汉最
快 4 小时 29 分，至郑州最快 2 小时 30 分，至石
家庄最快 1 小时 7 分，可有效推动相邻城市的

“同城化”，加快沿线地区的城镇化、工业化、信
息化进程。

京广高铁全线贯通后初具规模的高速铁路网
还将把环渤海经济圈、中原城市群、关中城市
群、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长三角经济
圈、珠三角经济圈等经济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使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和南北地区的人员、物
资、信息交流更加频繁，有效降低社会时间成
本，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提供更加有力的运力支撑。

预计到“十二五”末，我国将基本建成以
“四纵四横”高速铁路为骨架的快速铁路网，营
业里程达 4 万公里以上，其中高铁里程 1.8 万公
里左右，基本覆盖 50 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届
时，群众将享受到高铁带来的更多便利和实惠。

京广高铁开通，给燕赵大地带来巨大影响。
京广高铁北京至郑州段沿途经北京西、涿州

东、高碑店东、保定东、定州东、正定机场、石
家庄、高邑西、邢台东、邯郸东、安阳东、鹤壁
东、新乡东、郑州东 14 个车站，其中有 9 个在
河北界内。北京铁路局石家庄铁路办事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从北京到涿州东只需要 10 多分
钟，到石家庄也只需 1 小时 7 分，到邯郸则不到
2 小时，再加上原有的京沪、京津高铁及正在建
设的京沈、京承等其他线路，这就使得河北有
80%以上的地区进入了北京“1 小时交通经济
圈”，河北所有地区全部进入了北京“两小时经
济圈”。

“高铁是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纽带，尤
其是对 1 小时之内的时间节点影响最为突出。”
河北省社科院经济教研室主任刘来福表示，京广
高铁开通后，沿线有望形成物资、技术、人才、
产业等高度聚集的经济带，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
将更为紧密。

对于旅游资源丰富的河北来说，京广高铁的
开通还将有力催生旅游市场的繁荣。河北省旅游
局宣传处处长赵云龙表示，高铁公交化的运输模
式，更将直接带动居民的旅游热情，目前已经有
许多旅游公司设计出串联起沿线旅游景点的“高
铁团”。而广之旅国内产品研发部经理陈绮文则
说，京广高铁全线贯通后，沿线有很多站点都可
以做联游、串线，增加的线路比较多，主要在河
北石家庄、邯郸等城市，原先偏冷的石家庄将会
由北京联游的“配角”变“主角”。

高铁的开通不仅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也将
改变城市空间布局和群众生活方式。

过去，记者在石家庄、保定等火车站经常
听到出租车司机们的吆喝声：“出租车，北京，
马上就走，一站到达。”现在，有不少司机告诉
记者“以后生意不好做了”。一位司机师傅说，
以前因为火车少，有乘客习惯拼车去北京，但
现在高铁实行的是公交化专线运营，车次多，
每个小时都有好几趟列车通行，不仅买票方
便，而且还比汽车快。他告诉记者，除了他们
这种个体出租车受影响外，长途公共汽车也会
受到很大的威胁，因为高铁的安全高效比公共

汽车更为可靠。
“高铁开通，除了出租车、长途营运车辆会

受到影响外，私家车出行数量也可能大幅减
少。”保定高新区宣传部干部梁田告诉记者，保
定是河北重要的工业基地，新能源及汽车产业在
全国举足轻重，本地企业经常到京津大专院校、
科研单位聘请科研人员，目前全市有上千京地人
才在保定工作，他们大都是以自驾车形式到保定
上班，京广澳高速保定段成为全国饱和度最高的
高速。“现在高铁开通了，北京到保定只需半小
时，比开车快了不少，而且还能省下过路费和汽
油费。”

在石家庄高新区一家精品钢材加工企业工
作的李明就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我一般自驾车
往返，北京至石家庄的距离大约是 300 公里，
需要交纳的过路过桥费 100 元，使用的燃油 30
升 以 上 大 约 花 费 240 元 ， 仅 两 项 相 加 就 达 到
340 元，比高铁一等车的票价还高出 40 元，比
二等座更是高出了 150 元，可见坐高铁比自驾
车要划算。”

在谈起高铁给城市带来的影响时，河北涿
州的有关负责同志告诉记者，涿州的很多产业
都与北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商住和
休闲产业，其主要支撑对象就是北京人。以前
只有高速公路，吸引的是有车一族，现在有了
高铁，10 多分钟车程就能到达涿州。据悉，目
前涿州正在根据高铁的开通，进一步完善城市
的空间布局。

在河北，除了城区发展与高铁建设同步外，
空港建设也在与高铁建设同步进行。在设计京广
高铁过程中，建设者就专门给石家庄正定机场预
留了一个候车站，目前河北正配合高铁的开通加
紧正定机场扩建工程，整个机场改扩建工程完工
后，客运周转量将新增旅客 1500 万人次，加上
现有航站楼 500 万人次，总吞吐量将达到 2000
万人次，货运能力将达 25 万吨。该机场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彦杰告诉记者，随着京广高
铁的开通，从北京到石家庄空港只需 1 个小时，
旅客们选择在这里搭乘飞机也十分便捷。“我们
预见京广高铁的开通，将对石家庄机场的发展起
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12 月 22 日上午，G90 次动车静静驶进郑
州东站，数十家媒体的记者登上了这趟试运
行列车，亲身体验即将于 26 日正式开通运营
的京广高铁。

9 时 06 分 ，列 车 在 雾 霭 中 驶 离 郑 州 东
站。由于轨道上还有不少积雪和冰块，列车
并未很快提速。驶过一团雾霾之后，车厢内
显示屏上的时速便攀升起来，从最初的 150
公里左右迅速提高到 180 公里、260 公里、
306 公里⋯⋯8 分钟，列车到达黄河公铁两
用桥；19 分钟，抵达新乡站；34 分钟，到
鹤壁⋯⋯这简直就是一次平稳快捷的“陆
地飞行”。

郑州被称为“火车拉来的城市”。高铁时
代的到来，更为这个城市插上了腾飞的“翅
膀”，为中原腹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加速度”。

京广高铁贯穿京津冀城市群、中原经济
区、武汉都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珠三角经
济区。作为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区的郑州，
正处于这条大动脉的中心地带，高铁将郑州
与这些周边区域数百公里乃至上千公里的距
离迅速拉近，使其连南贯北的区位优势和交
通优势进一步显现。

来自广东一家文化传媒企业的郑先生
说：“河南文化底蕴厚重，市场潜力巨大，

现 在我的办事处已经设在了高铁站附近，
京广高铁开通节约了我们的时间，大大提
高了企业的效率。我们即便在这边工作到
大 年 三 十 上 午 ， 也 不 妨 碍 晚 上 回 家 吃 年
夜饭。”

河南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但是长期以
来受制于人才、资金及配套生产能力，文化
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京广高铁开通后，将郑
州同文化产业、科研教育发达的京津地区、
珠三角地区紧密地联系起来，加速了人才的
流动，形成区域优势互补，河南文化产业或
将开始“加速跑”。

郑州拥有众多的文物古迹和旅游风景
区，高铁极大提升了郑州旅游的辐射力，对
郑州大力发展旅游产业、提升旅游服务水
平、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有积极的意义。

2010 年 2 月 6 日，借助刚刚开通的郑西
高铁，郑州与西安联手打造了“郑西高铁一
线 牵 ， 古 都 旅 游 新 体 验 ” 市 民 互 游 活 动 。
2012 年 8 月 4 日，郑州至三门峡天鹅号高铁
旅游专列正式开通，现已成为郑西高铁线上
的一道风景。今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借
助于郑武高铁的便利，武汉、信阳等高铁沿
线城市到郑州的游客持续增长，到少林寺的
武汉游客更是增长了 20%。

京广高铁全线贯通运营后，从郑州乘

高 铁 至 北 京 2 个 多 小 时 ， 到 武 汉 2 个 多 小
时 ， 到 广 州 5 个 多 小 时 ， 至 西 安 2 个 多 小
时。“早观二七塔，午登黄鹤楼，夜泊珠江
畔”已成为现实，围绕郑州的 5 小时生活圈
已然确立。目前，郑州已经和西安、武汉
的旅游部门合作开发高铁旅游市场，开展
了系列互动营销活动，一条跨区域的旅游
带日臻成熟。

在 12 月 26 日 ， 京 广 高 铁 全 线 贯 通 运
营这一天，郑 （州） 徐 （州） 高铁正式开
建。郑州也因此再次站在中国铁路发展的
十字路口——南北贯通京广，东西连接沪
西 （西 安）。 郑 州 铁 路 局 郑 州 东 站 党 委 书
记 刘 治 华 表 示 ：“ 京 广 高 铁 的 运 营 ， 意 味
着郑州铁路又一次成为铁路枢纽。”

处 于 京 广 高 铁 、 郑 徐 高 铁 客 运 专 线
“十”字交汇中心的郑州高铁东站，坐落于郑
州市区东部。从规划建设以来，悄然带动了
一个环郑州高铁站新商圈的形成。

不久前，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建设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该实验区将同
国家级综合保税区、河南保税物流中心和
郑州出口加工区共同形成郑州对外开放平
台。京广铁路郑州客运东站与四个区域最
远的距离仅有数十公里路程，已经成为郑
州乃至河南对外开放的亮丽窗口。

穿越南北，京广高铁开通；疾行东西，沪汉
蓉快速通道通车在即。武汉再一次成为中国
铁路十字交汇点。

京广高铁将我国经济最活跃的环渤海
地区、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圈、珠三角地区
和广大中部地区“高速连接”，实现人流、物
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加速流动，武汉始于去
年 的“ 工 业 倍 增 ”计 划 ，以 及 今 年 拟 定 的

“6800 亿元百余服务业项目”，格外重视这
一历史机遇。

今年，上海通用 140 亿元整车项目落户江
夏，预计年产值将超 2000亿元。

联想集团投资 50 亿元，兴建武汉产业基
地，从接触到奠基仅用时 4 个月，创造了联想
大项目落地最快速度。联想称，高铁是启动这
一项目的重要因素。

中国北车在武汉建设轨道交通装备修造
基地，投资 32 亿元，加上本身就在武汉的南车
集团工厂，武汉三镇成为可与沈阳、天津比肩
的中国铁路现代装备制造基地。

据介绍，今年高铁“引进”的 35 个物流项
目，涉及仓储、冷链物流、电子商务、商品交易
中心、物流产业园、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
近 400亿元。

以往武汉经济长期向东、向南看，向北
较弱，从今年签约引进项目看，高铁“吸引”

一批京津地区产业，尤其是高科技产业进入
武汉城市圈。武汉经济、武汉企业“借道”京
津环渤海经济圈，从北方突破的可能性也正
在变成现实。

宜昌是湖北省重要城市，2012 年 7 月，作
为沪汉蓉快速通道一部分，武汉至宜昌高铁开
通，连接武汉城市圈 4座城市。

2009 年，4 条武汉城际铁路同期开工。随
着城际铁路打通，武汉“1+8”城市圈会成为 1
小时经济圈。

城际铁路与大铁路网对接，将形成武汉、
武昌、汉口 3 大火车站为主体的“交通综合
体”，圈内 8 个城市旅客南下广州，北上北京，
西行重庆，东去上海，或分赴其间其他城市，皆
可铁路直达。

未来几年，客运方面，武汉城市圈有望实
现铁路、航空、水运、城市公交、地铁之间的

“联运”。
武汉在中国大铁路网中的枢纽地位，以及

在国内率先兴建城际铁路，让同城化看得见，
摸得着。截至今年底，武汉市向圈内城市转移
制造业项目 1200 多个，投资总额近 1000 亿
元。借助这些“转移”，圈域逐步形成冶金、汽
车、化工、纺织 4 大工业板块，跨域产业集聚集
群，武汉和圈域错位发展趋势显现。

武商、中百、中商等武汉商业龙头企业，

在圈域连锁经营数百家；圈域内银行间实现
了通存通兑、统一结算；武汉城市圈科技信
息平台、大型科学仪器使用平台、科技企业
孵 化 平 台 、科 技 成 果 交 易 服 务 平 台 、农 业
科 技 信 息 服 务 平 台 ，逐 步 实 现 共 享 ；武 汉
城市圈内赤壁市，投入近亿元，为高铁赤壁
北站修建配套工程；圈内咸宁市，计划投资
20 亿元，以高铁咸宁北站为中心，建设一座
新城⋯⋯

北方看雪，南方赏花，高铁让沿线地区休
闲方式更加多样。武汉旅游部门反映，正在与
多方商谈，编织新的旅游联盟路线图。

武汉铁路部门分析，旅游旺季，航空
需求量增大，京广高铁除票价稳定，更有
接待量大的优势，游客中途可根据需要下
车游玩。

广东铁青旅行社统计数据显示，京广高铁
武广段开通后，今年这家旅行社每天超过 600
人报高铁团，约占其国内出游人数四分之一，
高铁团成为业务增长“火车头”。

除 了“ 两 纵 两 横 ”交 汇 点 ，武 汉 还 是 另
外“ 两 纵 ”，即 焦 柳 线 、京 九 线 路 网 中 心 。
如 何 充 分 开 掘 这 种 现 代 化 铁 路 潜 力 ，与 南
北更多优势经济互联、互补、互惠，尝试更宽
大的“一体化”，仍是武汉三镇持续关注的新
课题。

作为我国最长的高铁线路，京广高铁将京冀
豫鄂湘粤 6 省市 28 城串“珠”成“链”，使得我国中
北部与“珠三角”地区经济距离进一步拉近，也将
有力推动广东省的产业升级转移。

广东是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前沿，依靠政策
和制度上的优惠、海陆空交通便利、毗邻港澳的区
位优势，在全国较早地承接国际资本、技术和产
业的转移，形成了世界一流的生产制造业基地和
国际金融中心，创造了世界瞩目的“珠三角”发展
奇迹，经济实力一直位居全国前列。但 2008 年国
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广东经济中传统的加工出口
企业受到重大冲击，一些企业倒闭或停业，许多
工人失业。去年以来，随着国际国内环境发生的
深刻变化，广东以出口型、加工型和中小型为主
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方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和挑战，迫切需要加快产业升级转移，确保实现
新一轮发展。

广东省省长朱小丹曾表示：“发展中不平衡、
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在广东暴露得更早、更
充分。”事实上，在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进程中，广
东的制造业积累了产业层次单一、关联度不足、集
聚效应弱的问题。随着原材料上涨、劳动力成本上
升、环境保护的压力加大，已渐渐失去了竞争优
势，企业发展空间日益紧缩。可见，在新一轮经济
大潮冲击下，这些传统产业面临亟待转型升级、加
快转移的挑战。

作为京广高铁南段重要组成部分的武广和
广深高铁的出现，无疑加速了产业升级转移的步
伐，它使得“珠三角”地区“腾笼换鸟”的进程更
加迅速。

武广高铁开通运营后，在以郴州、衡阳为代表
的湘南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已成为“热词”。2011年
10月，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正式设立，这是中
国中南地区首个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也

是全国第 4 个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2009
年至今，湘南地区共承接主要来自“珠三角”的产业
转移项目 3000 多个，占全省总量的近四成，成为
湖南省对接粤港澳地区经济合作的“桥头堡”。

在武广高铁湖北沿线，赤壁市投入了近亿元，
为武广高铁赤壁北站修建市政配套工程。众多广
东企业纷纷到赤壁考察，看重其优越的地理环境，
希望能在赤壁设厂。广东莱克斯特智能插座公司
早在高铁开通前夕就投资 8000 万元到赤壁办
厂。高铁通车后，赤壁市已吸引了众多“珠三角”的
数控、光电和旅游企业落户。

与赤壁相隔不远的咸宁经济开发区，70%以
上的投资项目都是外来投资者建设，来自“珠三
角”的投资者更是占了其中的“大头”。咸宁市还专
门开辟了“广东工业园区”，并计划投资 20 亿元，
以咸宁北站为中心打造一座现代化新城。

武汉市商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1月至 5
月，先后有 50 余家深圳企业到武汉投资，项目投
资额超过 500亿元。去年以来，深圳来汉投资的企
业明显增多，包括 TCL、格力、中兴、华为、大华基
因、海王等一批制造业、生物医药等高科技企业纷
纷布点武汉，一年内武汉引进内资 700 多亿元，

“珠三角”地区就占到三分之一左右。
今年上半年，虎门还首次到武汉办起了服装

服饰展贸会，80 余家服装企业报团参展。许多服
装企业老板透露，“借高铁之势来汉，卖服装为次，
找市场为主”。据悉，参展的虎门服装企业与武汉
本土企业签订了 10 余个项目合作协议，合同金额
过亿元。

广东省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李阳春认为：“京
广高铁以其强大的经济辐射作用，将进一步拉动

‘珠三角’产业加速向我国中北部转移，促进区域
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加快‘珠三角’地区经济
转型升级和产业转移。”

12 月 26 日贯通运营的京广高铁，使地处中
南的长株潭城市群交通优势凸显，进一步密切了
其与我国南北地区经济文化交流，为发展注入了
源源活力。

湖南地处我国中南部，与东、南部发达地区
相比，经济发展速度相对缓慢。京广高铁贯通使
得长株潭城市周边形成一个巨大经济辐射圈，加
快了与其他城市的经济交往。高铁大贯通加速了
珠三角、环渤海等经济活跃地区的转型升级和产
业转移。长株潭经济基础较好，可以大量承接产
业，便于大量农闲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实现各
地区经济均衡、快速发展。

京广高铁不仅在高铁沿线串起一条资金流
动、经济要素位移的“高铁经济带”，还在自身
发展中催生出一条集研发和制造力量于一体的

“高铁产业链”。高铁自身建设推动建筑、制
造、电子等行业快速发展，京广高铁贯通带动
了市政配套设施建设和相关产业发展，有利于
拉动长株潭投资和内需，促进各城市 GDP 增长
方式转变。目前正全力推进的沪昆高铁、长株
潭城际铁路等新线建设，将有力带动长株潭城
市群相关产业发展。

2009 年 12 月 26 日开通运营的武广高铁为
长株潭带来了高速交通要素和形象，带来了经
济流、财富流，更聚集着人气。

铁路部门数据显示：武广高铁开通之前，长
株潭 3 市各火车站日均发送旅客约 6 万人次；而
开通后，各火车站日均发送旅客达 14.1 万人
次，增长了 1 倍多。长沙南站开通至今已运客逾
1953 万人次，目前日均运客 2.3 万人次。株洲西
站开通至今已运客逾 338万人次。

近 3 年来，在高铁推动城市大发展的背景
下，许多外来务工人员也大举加入乘坐高铁的
行列。高铁带来的密集客流，大大提升了省会
长沙的经济辐射力，也使城市副中心不断向长
沙南站倾斜。

目前，长沙南站周边 30 公里范围正崛起一
座崭新的南站新城，新城以现代服务业、休闲娱
乐业等为发展方向，为长株潭地区提供高品质商
贸、金融、咨询和会展服务，已吸纳数百亿元资
金投入周边相关产业发展。

株洲市也不甘示弱，在株洲西站周边分两期
开发武广株洲新城，定位为区域性商贸中心、旅
游综合枢纽中心和生态宜居新城。

“未来，武广新城将充分利用本地商贸及相
关产业优势，建设成为辐射株潭两市核心区的客
流、物流、信息流枢纽，成为巩固株洲中南地区
商贸中心城市地位的新型商贸中心。”株洲市规
划局一位负责人介绍。

目前，长沙、株洲、湘潭 3 市许多主要旅行
社利用京广高铁贯通契机，纷纷推出“乘高铁到
岳麓山赏枫林、到橘子洲头观光”、“乘高铁到株
洲游炎帝陵”、“乘高铁到湖南看韶山、品湘菜”
等旅游线路，并积极参加各种“高铁旅游联
盟”，加强本地旅游资源推介营销，借此推动旅
游新一轮发展。

事实上，各条高铁开通后，沿线城市旅游产
业已从“门票经济”向“综合经济”转型发展，
这主要是源于高铁带来更多商务行、自由行中高
端客源。许多游客由于带薪休假时间有限，对旅
游品质要求越来越高，期盼在景点城市停留的时
间更长，也更能拉动餐饮、住宿、购物等领域的
收入增长。

京广高铁贯通催生了长株潭与沿线景区路线
一体化，实现了旅游线路的多元发展，“快旅慢
游”时代的到来带动深度游发展，为旅游资源整
合送来了东风。

据统计，2009 年京广南段武广高铁开通
后，武汉、广州等地到长沙的游客每年保持
30%以上的增幅。以前来长沙匆匆忙忙的“跟
团游”被更多自助游和深度游替代，为推进长
株潭城市群旅游转型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

科技的力量，拉近时空的距离，也由此改

变着生活，改变着你我。京广高铁，这条联通

多个经济圈、途径 28 个城市、全程近 2300 公

里、辐射数亿人群的线路，将以超出人们想象

的力度与方式，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

生产生活改善注入强劲动力，带来深刻变化，

产生深远影响。

天安门、黄鹤楼、橘子洲、珠江畔⋯⋯只

因这浓墨重彩的一笔，凝聚成一幅浑然天成

的山水画；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只

因这一气呵成的一线，汇聚成一个密不可分

的联合体。京广高铁的开通运营，将会让其

沿线及辐射区的经济转型、结构调整、区域协

调、错位竞争呈现全新面貌，为人民群众的出

行方式、消费取向、生活节奏、思维方式等带

来新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京广高铁不

仅是一条路，更是一扇门，一扇通往美好明天

的机遇之门。

京广高铁：一条改革路 一扇开放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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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12月 22日，京广高铁列车在北京市区内驶过。 新华社记者 公 磊摄

图② 京广高铁上的乘务人员帮旅客整理行李。 陈 静摄

图③ 12月 22日，列车服务员在提供咖啡服务。 新华社记者 王 申摄

图④ 这是 G80次高铁上的一个卫生间（12月 22日摄）。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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