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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座公铁同层多塔斜拉桥成功合龙

珠机城际金海特大桥全景（9 月 5 日摄，无人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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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畅行，助推旅游旺季蓬勃发展
【中国新报】8 月以来，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

限公司抓住云南旅游旺季契机，做好客流动态监测分

析，精准实施“一日一图”，突出小长假、双休日等

重点时段，动态优化客车开行方案，抓住省内旅游热

潮，持续打造“坐着火车游云南”服务品牌，开行好“坐

着火车游云南”旅游专列，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人民对精神生活的追

求也越来越高，旅游已成为人民热衷的一种消费方式。

近年来，铁路部门在多地推出“定制”旅游专列，发展“火

车 + 旅游”，成为铁路改革发展之路上的一项新举措，

同时也是铁路部门为满足旅客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

畅通经济内外大循环，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作出的“铁

贡献”、“铁担当”，更是铁路部门践行“人民铁路

为人民”宗旨的生动写照。

“坐着火车看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新风尚，一路

美景一路高歌。因地制宜、贴心服务、融入特色的一

趟趟“网红”旅游列车的开行，让旅客一饱眼福的同

时也感受到了铁路部门更贴心的服务，彰显了铁路部

门紧跟时代步伐，紧贴旅客需求，不断改革的决心。“铁

路 + 旅游”所带来的便利模式，既极大地促进了区域

之间资源互补、人文交流与商贸往来，也进一步密切

了地区之间互联互通，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添赋动能，

提升了铁路沿线地区经济发展的虹吸效应和辐射效应。

通过旅游专列成功引流，不仅带动当地旅游产业的发

展，也为如何契合铁路部门“提质增效”这一改革目

标拓宽了新思路，同时对促进文旅融合，深化全域旅游，

助力乡村振兴等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实现了铁路客

运市场和地方旅游经济的“双赢”。

因时而变，因势而动，顺势而为。为了适应新形

势下人民群众出行的多样化需求，铁路部门以市场为

导向，创新运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推广“铁路

畅行码”、实施“计次票”“定期票”新型票制、适

时开行各类专列、完善“线上票务 + 商务服务”预定，

积极回应市场需求和民众心声，成为铁路部门迎合民

生“味蕾”，拥抱市场的“新姿势”，同时也折射出

铁路与市场无缝对接的无限可能。（张超龄）

【中国新报】 9 月 6 日上午 6 时 55 分，开往益阳南

方向的 G6518 次列车从长沙车站城际场首发，标志着渝

厦高铁益长段正式开通运营。从此，湖南真正实现了 14

个市州全部通高铁。（9 月 6 日华声在线）

如果说高铁像是一支如椽巨笔，那么沿途的地区就

像是一张张独一无二的图片，经过高铁的描绘，连接起

了跨区域的大叙事。

2008 年，中国第一条高速铁路京津城际开通，从这

时出发，高铁踏上了布局全国的漫漫征程，同时开始了

高铁与地方经济共同发展的对话与交融；2009 年武广高

铁开通运营，湖南正式进入高铁时代。2021 年，“精准

扶贫”首倡地十八洞村所在的大湘西地区迎来了张吉怀

高铁。2022 年 9 月 6 日，随着渝厦高铁益长段正式开通

运营，湖南真正实现了 14 个市州全部通高铁，湖南高速

铁路运营总里程超 2300 公里。

14 年的承接过往、开启未来，摸索、确立、革新、巩固、

发展，这是一个久久为功的完善过程，也是一个与时俱

进的动态过程。如今，像风一样“贴地飞行”已成为一

道道壮美的风景线，高铁正在跨越三湘四水，集聚兼容

并蓄、虚怀若谷的发展力量。

高铁的发展经历了“有没有”的焦虑感，“长不长”

的紧迫感，“好不好”的获得感，现在转变为“强不强”

使命感。感情的层次递进，有人民群众的呼声，有铁路

的不懈的回应，有社会发展的多维需求，有铁路提质增

效的自觉担当。各个层面铁路与地方的交流互动一直存

在，如同鱼和水的关系，在相互促进中，通过全方位开拓，

凝聚了共识，实现了共享。

众所周知，促进经济中，铁路具有基础性、针对性；

社会生产中，铁路具有普惠性、多样性；区域发展上，

铁路具有精准性、协调性。渝厦高铁益长段是 “八纵八横”

高速铁路主通道中渝厦通道和呼南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途经 2 市 6 县区，线路全长 64.2 公里，设计速度为 350

公里 / 小时，对于优化湖南交通结构、促进沿线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东接海西经济区，西

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南通粤港澳大湾区，对增强东

中西部地区合作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铁路建设的辐射作用一直为人津津乐道。据报道，

铁路每完成工程投资 1000 亿元，就可创造 100 万个就业

岗位，消费钢材 300 多万吨、水泥 2000 万吨，直接带来 0.25

个百分点的经济拉动效应。同时，铁路在经济发展中的

流通作用，更是直接参与者，在经济链条成为重要的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美好生活之中，出行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

时代的发展，人们出行的要求越来越高，没有铁路高质

量的发展，就没有提升获得感的能力。反之，没有持续

增强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铁路的高质量发

展将得不到广泛的支持，也没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因此，

铁路的发展与服务地方经济的能力一直相互促进，共同

凝聚着蓬勃向前的笃行。

高质量发展是铁路与地方面向未来的宏大主题。更

密集更安全的高铁网，更高品质的出行感受，正渗入湖

南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细细描绘着时代的新面貌。

（曾勇）

高铁正在描画三湘四水新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