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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景鹏

【大事背景】

巍巍太行，气势磅礴，山水间
如巨幅诗画；黄河沿线，太极文化、
黄河文化穿珠成串；岸上小镇、南
太行民宿集群带火乡村旅游……
深秋时节，行走焦作，可谓满目皆
景，风情万种。

独一无二的资源禀赋、博大精
深的文化内涵，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焦作从来不缺乏描绘的底色。

迈上新征程，焦作文旅该如何
续写新篇章？市第十二次党代会
有了更为清晰的目标和定位——

“乘势而上打造高能级文旅！”“打
好‘五张牌’、建设‘五名城’，打造
富有活力、富有特色、富有影响力
的‘山水富城·文武福地’！”

【采访回顾】

10月10日，2021年全域旅游
发展研讨会暨解放区重点文旅项
目签约仪式上，焦作·百年矿业遗
址公园、焦作老电厂文化艺术创意
产业园、山的礼物·猫岔乡野度假
民宿等共计61.7亿元的重点文旅
项目正式签约。

10月19日，文化和旅游部发
布《关于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
旅游消费集聚区名单的公示》，我
市云台山岸上小镇拟确定为第一
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
聚区……

聚焦发力、招招落实！连日
来，学习贯彻市党代会精神，焦作
文旅迸发新动能，多彩“火花”闪烁
光芒。

统筹推进洛济焦、郑焦产业带
建设，培育嵩山、云台山和少林拳、
太极拳“两山两拳”区域生态文化
旅游融合示范带，打造焦作“双圈”
联动优先发展区，文化旅游繁荣发
展，我市先后荣获中国优秀旅游城
市、中国最佳文化旅游目的地、中
国最佳休闲旅游城市、中国旅游竞
争力百强城市称号。如今，全市A
级 旅 游 景 区 达 41 家 ，其 中 ，
AAAAA景区3家，AAAA景区6
家，省级旅游度假区3家。

2020年11月5日，《焦作市全
域旅游促进条例》出台和施行。作
为全省第一部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
展的地方性法规，标志着焦作的旅
游法治化、标准化建设领跑全省。
同时，牵头制定的《旅游景区数字化
应用规范》成为国家标准，《社会资
源旅游访问点设置规范》成为全国
首个此类省级地方标准，《地质公园
地质遗迹保护规范》成为省级标

准。焦作成为国家级旅游服务综合
标准化示范市，云台山景区获评“全
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单位”。

此外，创新推出的红色旅游资
源访问点建设经验获中组部全国
推广，文旅部领导批示表扬。陈家
沟、莫沟、岸上村、大南坡村入选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云台山岸
上小镇民宿街区爆红全国，云上院
子成为北方民宿标杆。

坐拥“太极拳”和“云台山”两
大含金量极高的世界文旅品牌，我
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正全
面打造“世界太极城·中国养生地”
金品牌，勠力擦亮“山水富城·文武
福地”新名片。

【记者感言】

作为一名文旅线口的记者，经
常会在假期前夕被朋友们追着问:

“焦作乡村旅游哪里好玩？”“云台
古镇假期有啥节目？”这时，我总会
耐心地一一介绍、推荐。

为焦作文旅代言，亦我所欲
也。

跟随焦作文旅发展的脚步，心
向诗和远方。在采访中，我见证了
焦作文旅融合发展的一个个闪亮
瞬间，太极拳申遗成功、《焦作市全
域旅游促进条例》出台，从一个个

颜值与气质并存的精品民宿走来，
打卡乡村旅游示范村、红色旅游访
问点……用脚步丈量大美焦作，这
里全域旅游发展愈发蓬勃，城市知
名度、亲和度、美誉度、吸引力明显
提升。

文旅融合是我市的优势所在、
潜力所在。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焦作正主
动融入新发展格局，打好“五张
牌”，建设“五名城”，随着高能级文
旅强劲发力，必将助推我市在全域
旅游示范市创建中奋勇向前。

上图 杨景鹏在全国乡村旅
游重点村大南坡村方所书店采访。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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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背景】

郑焦铁路（焦作—南阳寨）公
交化开行，是铁路部门便民服务的
一项重要举措，打通了省会城市郑
州和旅游城市焦作间的快速通
道。它的运营，不仅缓解了高峰期
旅客一票难求的现象，使旅客购
票、乘车更加方便快捷，同时令两
地间市民往来变得更加频繁，两地
经济发展得到进一步拓展。

【采访回顾】

坐城铁比坐地铁还方便，您
知道是怎样一种体验吗？10月
26日，郑焦铁路开行发生大变化，
焦作至南阳寨间的城际列车开启
公交化高密度运营模式，不用提
前购票，不受票面限制，不分车次
席别，可乘坐当日运营时间内的
任意城际列车车次，点到点一站
达，旅客随到随走。当天，记者第
一时间乘坐郑焦铁路城际列车体
验，现在带您回顾当时的采访细
节与感受。

舒适、便捷，是铁路公交化给
记者的最大印象。为了能够更加
方便快捷地出行，焦作火车站将南
站房一楼候车室进行封闭隔离改
造，建成城际列车候车专区，与其
他车次分开候车。

由于城际专用进站通道不再
实行实名制验证即可进入候车室
的新模式，车站也对检票口闸机进
行了升级改造，确保旅客能够更加
快速地进站上车。

专用进出站通道、专用乘降站
台、“购票、验票、检票三合一”“候

乘一体”、不分车次席别乘车的客
运组织新模式，让便捷购票、便捷
乘车、随到随走的目标得以实现。

登上C2805次列车，车内的
站立扶手、座椅上的抓握扶手，给
人一种置身地铁车厢的感觉。车
厢内一排4个座位的布局，不仅让
旅客有了更舒适的乘坐空间，而且
过道更加宽敞，两人并排行走都不
会觉得拥挤。车厢中部设有茶桌，
桌上放着满满一杯水，哪怕车速再
快，杯里的水也不会洒出一滴。

“想起过去从郑州坐火车来焦
作，路上的时间都得六七个小时，
中间还要转乘。自从郑焦铁路通
车，尤其是现在公交化列车开行，
真是方便多了，随时就能走。”回想
起几十年前乘坐火车来焦作上班
的经历，退休职工张香娣这番话说
出了不少“双城人”的心声。

在当天的采访中记者注意到，
为发挥城际铁路公交化的优势，最
大程度满足上班族的出行需要，铁
路部门对上下班时段列车开点、中
途停点及终到时间进行了优化和
精准安排。更重要的是，从焦作到
南阳寨，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到达。
这半小时解决了空间距离的问题，
把很多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不可否认，相比以往，去郑州

“早无车、晚无车”，高峰期买不到
票的“痛苦”乘车经历成为历史，

“早出晚归”的乘车体验让“双城”
生活的人们更加幸福。

【记者感言】

对焦作这座城市而言，郑焦铁
路公交化开行，为焦作交通发展注
入了新活力，对于促进郑州、焦作
两地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加快焦作
融入郑州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大
意义。

我与铁路有着奇妙的缘分。
从事记者行业后，铁路是我跑的一
个线口，因此目睹了焦作铁路日新
月异的变化。近年来，焦作铁路进
入飞速发展阶段，从郑焦铁路的开
工、建设、通车，到太焦铁路建成通
车，“牵手”郑焦铁路实现郑太高铁
全线贯通，再到现在郑焦铁路公交
化开行，作为见证焦作铁路发展的
媒体人，我是见证者、亲历者、记录
者。焦作铁路的日新月异，让我的
成就感油然而生。虽然当记者有
苦有累，但我觉得累也值得。因为
走在新闻的路上，是一件非常幸福
的事。

左图 李锴（左）在火车站采
访郑焦高铁融合情况。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文旅交响融合 奏响发展强音

城铁公交开行 民生再添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