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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颖

济郑高铁全线开通运营，不仅让聊
城从此迈入“高铁时代”，也为聊城特
产外销搭建了更为广阔的平台。

作为传统农业大市和“中国蔬菜第
一市”，聊城市委、市政府积极推进建设
安全保障强、龙头带动强、平台支撑强、
产品质量强、科技装备强、品牌营销强、
种质资源强和农民收入高的“七强一
高”农业强市。在这一目标指引下，涌
现出一批好典型。茌平区贾寨镇耿店
村116名返乡创业“棚二代”中，最多的
种有21个大棚，年收入六七十万元；信
发现代农业产业园里，三层立体化种植

草莓让土地利用率超过90%，附近工厂
产生的废热和二氧化碳让大棚樱桃实
现了“定”季生产和“上市自由”；莘县在
全国首创农药处方制，构建起从田头到餐
桌的特色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
这些都为聊城农产品走得更远、扩大销
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农产品
卖个好价钱，关键在于加工增值和品牌
打造。这几年，聊城在农产品加工和品
牌建设上，也交出亮眼的成绩单。培育
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 496 家，2022
年 营 业 收 入 927.6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1%；东阿阿胶、临清桑黄、冠县灵芝
被誉为“聊城新三宝”，“聊·胜一筹！”连

续5年位列中国区域农产品品牌影响力
前列；全市“三品一标”认证累计达到
1334 个，其中绿色食品认证达到 879
个，居全国地市级首位。聊城农业已经
站到了由大到强、加速崛起的历史新起
点上，全面建设农业强市其时已至、其
势已成。

济郑高铁的开通，加强了沿线地
区与外界的交流与合作，为农业发展
带来了更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 。
涉农部门和市场主体应该抢抓机遇，
让聊城特产搭乘高铁走得更远，同时
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有效带动群众增
收致富。

让高铁载着聊城特产走得更远

12月8日，济郑高铁全
线贯通运营，聊城正式迈
入“高铁时代”。高效便捷
的高铁将为我市经济发展
注入活力。

济郑高铁全线贯通，
将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结
构，实现山东半岛城市群
与中原城市群互联互通。
济南郑州一线牵，让诗意
始 于 足 下 ，远 方 不 再 遥
远，沿线人民群众的出行
体验更加美好。

（漫画：孙宝欣
文字：梁营营）

诗意始于足下

远方不再遥远

编 者 按

这一刻值得铭记：2023 年 12 月 8
日 上 午 10 时 58 分 ，开 往 济 南 西 的
G9226 次复兴号列车准时驶出聊城西
站站台，标志着聊城正式迈入“高铁时
代”。

高铁飞驰，拉近时空距离。济郑
高铁不仅串联起鲁豫两地的名山、名
水、名城，让更多人“说走就走的旅行”
成为现实，也使整个黄河流域的“诗和
远方”变得近在眼前。此外，高铁还将
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吸引更
多人到聊城奔赴“两河之约”，带来
新技术、新产业、新智慧、新资源，在
这里绽放激情、追寻梦想……

一条高铁，带着希望，蓄着动力，
载着未来，穿梭于山水之间，正在驶向
可感可知的美好未来。

□ 郝凯

一座站，一座城。12月9日，笔者去
济郑高铁聊城西站接人，夜幕降临，在
一片灯火中，“聊城西站”四个大字格外
耀眼。这座气势恢宏的高铁站，是整个
城市的骄傲，也是所有聊城人的荣耀。

以美好实践回答时代之问。站在
聊城迈入“高铁时代”的新起点，高铁站
建好了更要用好，“站城融合”如何亲城
又亲民？在笔者看来，高铁站不仅是城
市对外的枢纽，是聊城人民追求诗与远
方的启航之地，也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引
擎，是人们生活工作的活力中心。

笔者查阅资料后发现，“站城融合”
一词正式出现在 2016 年国务院批准的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融合”的提法
颇有寻求人与天地万物和谐关系的东
方哲学色彩，是指铁路客站与周边区域
实现交通功能与城市功能高效整合、管
理运营协调统一、空间肌理有机联系，

可以更好地发挥铁路建设与城市发展
的联动效应。

首先，实现“站城融合”，应精打细
算，发挥高铁站“集聚经济”作用，与城
市发展良性互动。在高铁大动脉上，不
乏颇具规模产业集群的高铁站。例如，
广州南站商务区立足“站城一体、业态
融合的大湾区门户枢纽”新定位，今年
引入中建四局、三雄极光、佳宁娜、亚
朵、喜街、时代装饰等近20家新企业，涵
盖建筑工程、实业投资、酒店运营、文化
传播、科技制造等多个行业，这些名企
和优质项目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澎湃动
力。高铁站作为我市发展的新引擎，既
应学习大城市的发展经验，超前谋划周
边产业布局，还要考虑实际情况，精打
细算、稳扎稳打。高铁站引领聊城向西
成长，各个环节都向高质量发展这个时
代要求聚焦，显然有助于我们用尽可能
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回报。

其次，实现“站城融合”，应以人为

本，做大做强“过路经济”。济郑高铁已
全线贯通，再加上未来即将通车的雄商
高铁，聊城西站在这个“黄金十字”上，
理应把“人气”变为“财气”，做好商业配
套，刺激旅客在途消费，甚至让聊城成
为旅客的最终目的地。做大“过路经
济”不能靠一锤子买卖，还得让旅客甘
愿自掏腰包，细水长流，这就极其考验
高铁站及周边商业的运营理念和运营
模式，一定要吸取其他地方高铁站商业
遇冷的教训。好的高铁站形象可以激
发市民的认同感与自豪感，印象深刻的
场所记忆会成为人们出行中的美好体
验。

“站城融合”说到底要因地制宜、久
久为功。不过，有一点是最重要的，那
就是亲城又亲民，让高铁建设真正成为
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一次契机、成
为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火车头，通过营
造宜居宜业环境，增强产业、人口集聚效
应，让更多人愿意来、留得下、过得好。

“站城融合”如何亲城又亲民

□ 侯莎莎

12月8日，在济南
开往郑州的 G4821 次
列 车 上 ，“ 聊 城 新 三
宝”、国家级省级非遗
产品、特色美食、莘县
蔬菜等聊城好物一一
亮相。乘客一饱眼福，
纷纷惊叹于聊城丰富
的物产和深厚的历史
文化底蕴。

在高铁上展示聊
城好物，有助于推动聊
城“高铁+旅游+文化”
文旅经济的发展，让城
市的厚重历史和鲜活
人文借助高铁平台绽
放生机。

每条铁路线不仅
是带动城市发展的经
济线，更是展现城市特
色、人文历史的文化脉
络线。高铁枢纽就像
这条文化脉络线上的
耀眼珍珠，承担着展现
和传承城市文化的重
任。人们来到一座城
市时，最先看到的不一
定是城市的地标性建
筑，也不一定是城市中最具人文内涵的景
点，而往往是高铁站、机场等城市交通枢纽。

高铁站作为连接城市内外的文化窗
口，其建筑设计要力求展现城市形象和特
色。比如，济郑高铁聊城西站站房运用现
代建筑设计手法展现古城风韵，打造凤凰
展翅的建筑形态，寓意高铁给城市发展带
来崭新机遇，让人印象深刻。

高铁站作为城市的重要公共空间，还
可以通过景观陈列等展现城市的人文精
神和文化内涵。位于聊城西站进站大厅
的《江北水城·两河明珠》巨幅国画长 15
米、宽3.1米，融汇了光岳楼、铁塔、山陕
会馆、古运河等聊城文化标识，让旅客
在旅途中感受城市的历史文化和精神
风貌；“两河明珠看今朝——喜迎高铁通
车 共赴两河之约”主题摄影展展出200幅
优秀摄影作品，展现“江北水城·两河明
珠”的大美风貌，让旅客们通过观展了解
新时代新聊城取得的辉煌成就……

毫无疑问，系统考虑站场各个空间的
环境特点，将文化元素融入场所建构，将体
现人们日常生活场景、乡愁记忆的元素融
入高铁站中，可以更好地满足新时期人们
对高铁站环境的多样化需求，促进文化交
流，增强城市的吸引力和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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