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变理念
一座高铁站孕育新城梦想

10月10日，博爱县北侧月山镇境内、人民路以北、新月铁
路以南的太焦高铁焦作西站施工现场，车辆穿梭，塔吊林立，
一派热火朝天的场面。

走近观看，该站的站房、站台雨棚等建筑拔地而起，景观
河、站前广场已露雏形……

全长 362.095 千米的太焦高铁，北起山西省太原市太原南
站，南至河南省焦作市焦作站，设13个车站。其中，太焦高铁
焦作境内共34.2公里，设焦作站、焦作西站2座高铁站。

目前，总投资5.2亿元、定位为焦西门户、博爱之窗的站前
广场仍在建设中。工程分两期，计划今年11月底前完成项目核
心区广场、上秦河改线、地下停车场和出入道路建设，具备上
下站条件。2020年年底，太焦高铁将全面贯通，焦作西站将正
式投用。

即将迈入高铁时代的博爱县，有着更为远大的梦想！以高
铁站为中心，东起大沙河，西到月山路以西黄岭村，北到浅山
区，南至发展大道，该县规划建设了一座约43平方公里的高铁
新城。

一座高铁站如何孕育一座新城？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必须转换观念，将新发展理念作为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指南！”博爱县委书记陈泓说。
2016年，我国勾画了新时期“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宏

大蓝图。太焦高铁与郑焦城际铁路共同构成的郑太高速铁路，
是“八纵”之一呼和浩特至南宁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
省“米”字形铁路重要组成部分，与规划中的新乡至洛阳城际
铁路在博爱形成十字交叉。

博爱县紧紧抓住这个机遇，在焦作市委、市政府和省城际
公司的大力支持下，跑铁路总公司，对接郑州、太原两大铁路
局和规划设计单位，最终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同意在博爱
县合并设立博爱站，“呼南豫西通道”将从博爱站西侧引出，直
达豫西南洛阳、平顶山、南阳等地区，以及西安、成都等西部
中心城市。

此外，正在谋划的焦作旅游轻轨也将在博爱县城北侧设立
月山寺站；正在建设的南太行旅游高速串联林州、辉县、修

武、焦作、博爱、沁阳、济源等重要旅游景点，并在
博爱站西北两公里处设立高速出入口。

还有三条高速、四条铁路在县域
交会，月山站又是仅次于

郑州北站的全国第
二大货运编

组

站，让博爱县这个偏居豫西北的县城，成为高铁、高速并存，
客运、货运并重的交通节点城市。

随着郑焦深度融合上升为省级战略，博爱县委、县政府审
时度势作出决策，依托太焦高铁焦作西站，建设焦西高铁新
城，主动融入郑州大都市区建设，勇当郑焦深度融合“排头
兵”，带动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当然，理念的转变，还要立足于对自身发展阶段、发展实
际的客观审视和把握。博爱县区位交通为打造豫晋新枢纽提供
了客观基础、文化资源为打造康养智慧城提供了独特条件、特
色产业为打造太行小江南提供了发展动力。

2019年11月，焦西高铁新城工程启动。根据规划，2021年
之前，完成站场综合体功能区建设，特色小镇初步建成，基本
完成道路和基础设施建设及教育、医疗公共设施建设。2022-
2025年，基本完成焦西高铁新城各区块建设，焦西高铁新城基
本建成。

党建引领
叫响建设新城的“博爱精神”

建设焦西高铁新城，是博爱县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
“百年大计”。该县突出党建引领，广大党员干部在服务建设高
铁新城中践初心担使命，叫响了“吃苦在前，干在一线”和

“由我执行，看我担当”的“博爱精神”。
该县成立高铁新城建设指挥部，县委书记陈泓任政委，县

委副书记、县长张红卫任指挥长。建立工作专班，定期召开例
会，加强指导协调，实行定期通报。

为打造好高铁新城，该县领导干部勇于担当，主动作为，
与中铁公司协调，将原定4000平方米的候车室扩建为12000平
方米，配套投资5.2亿元的站前广场项目，今年年底前将与高铁
站同步建成投用。而且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中铁公
司同意将原定320米长的城际铁路存车场扩建为650米长的高铁
列车存车场，为焦作西站始发高铁打下基础。

太焦高铁博爱段全长12.15公里，跨越博爱县人口密集区、
产业集聚区、交通枢纽区的4个乡镇（街道），征迁涉及20个村
庄、红线内永久占地59.37公顷，占全市的61%；拆迁总面积为
13.6万平方米，占全市的50%；征迁涉及企业17家，其中征迁
补偿超过500万元的重大企业6家，占全市的75%。

征迁工作启动前，该县充分发挥县乡村三级党组织的作
用，做好“党建+政策”“党建+宣传”“党建+帮扶”

三篇文章，组织专人深入基层一线调研，广泛征求
意见，多次召开专题会议，以征迁群众“住得比

过去好，生活质量比过去高”为出发点，科
学研究征迁方案。

征迁过程中，党政主要领导和分
包的县委常委带头，实行分片包干，

所有参与人员服务群众在一线、发
现问题在一线、解决疑难在一
线。仅用 20 个小时，就签订了
第一份民房征迁协议；仅用15
天，194 户征迁群众签订了
征迁协议，征迁计划大头
落地，创造了“博爱速
度”。

受疫情影响，今年各
项 重 点 工 程 都 延 迟 复
工。2月7日，焦作市召
开建筑工地复工复产会
议后，该县住建局 2 天
时间就协助高铁站前广
场项目通过县疫情防控
指挥部审批，进入复工
状态。

搭乘快车
开启高质量发展新
引擎

建设高铁新城、发展
高铁经济，成为博爱县培育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
擎、加速器。

位于博爱县的焦作西站，
作为郑太高铁进入河南省境内

第一站，不仅承接博爱县境内近
40万人口出行，还将承接焦作市

区、温县、沁阳、孟州以及济源等
地近 300 万人口的出行任务。同时，

博爱县地处青天河、云台山、神农山三
大AAAAA级景区的中间位置，将更多承

担游客集散中转功能，将成为今后南太行
旅游区人流主要的输入和输出通道。

博爱县将立足县域经济发展实际，抓好现有产业的转型升
级，发展先进制造业、旅游业、康养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夯实
未来高铁经济发展的根基，做好高铁新城建设的产业支撑，有
效带动全县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跨越发展。

依托高铁新城建设，带动工业转型升级。该县坚持淘汰落
后产能，盘活闲置资源，优化营商环境，紧盯“郑焦融合”以
及焦作“百企退城”行动，积极承接产业转移。

依托高铁新城建设，提高现代服务业发展质量。博爱有得
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有底蕴深厚的文化支撑，基于此，该县县
委、县政府把文旅、康养等现代服务产业，作为推动县域经济
发展、服务全市产业转型的一个重要支撑点，着力改善生态环
境，完善基础服务设施，吸引郑州、焦作等外地人口来博爱休
闲、养生、置业。

依托高铁新城建设，打造区域性物流节点城市。太焦高铁
焦作西站建成后，博爱县将成为一个重要节点城市，具备将商
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集聚到高铁新城的条件，甚至为全
市优化资源配置、推进郑焦融合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在高铁新城建设之初，博爱县明确提出要把生态优先作为
新城发展、城市建设、社会运营的基本原则，积极创建以竹林
水乡为特色的绿色生态山水宜居新城。努力打造清洁、清静、
亲水、绿色、无视觉污染的高铁新城。

当前，博爱的区位优势、后发优势、生态优势逐步凸显，
正在焦作市新一轮的发展中脱颖而出、乘势而上。

未来，博爱县充分抓住“中部地区崛起”和“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两大国家战略叠加机遇，充分发挥“郑
州洛阳‘双核’辐射优先发展区西进桥头堡”和“焦作西联战
略主阵地”作用，以建设高铁新城为战略突破点，全面推进

“一轴两城五区”发展战略，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
断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刘金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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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近日，太焦高铁开始为期两个月

的联调联试，标志着太焦高铁正式开

通进入倒计时！与此同时，作为太焦

铁路河南段唯一在建的高铁站，位于

博爱县境内的焦作西站即将投入使用。

博爱县将跨上这条钢铁巨龙，跑

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近年来，该县

以建设焦作西站为契机，挥动如椽巨

笔，规划建设一座43 平方公里、人口

12 万的高铁新城，打造“豫晋新枢

纽、康养智慧城、太行小江南、竹林

水乡城”。

架桥机在进行铁路箱梁架设。

即将投入使用的焦作西站。 本报记者 翟鹏程 摄

运架一体机在进行架梁作业。

太焦铁路跨越新月线铁路。

站前广场片区效果图。 博 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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