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汕高铁开通

记者获悉，服务于广汕高铁通
车，新塘站周边 32 块交通指示牌
近日“上岗”，有效指引市民群众出
行；广州地铁13号线新塘站E出入
口和换乘通道完成建设与验收工
作，26日同步开放对外服务。

32块交通指示牌“上岗”
近日，在新塘港口大道与107国

道交汇处，施工人员配合机械，将一
块指引前往东坑三横路、汇太西路、
新塘站方向的交通指示牌吊装完成。

记者了解到，广汕高铁开通前
夕，新塘站交通指示牌工作进入尾
声。比如，全面更新了高铁站周边
及全镇主干道指示牌，完善相关交
通设施，有效指引市民群众如何出
行至新塘站搭乘广汕高铁。

市民刘先生说，新塘站周边新
建了多条道路，新的指示牌非常醒
目，一眼就能辨别，通过指引可便
捷快速到达高铁站。

据悉，截至目前，新塘镇已完
成荔新公路新塘段、新新公路新塘
段、汇太中路、港口大道、府前路等
路段关于新塘站交通指示牌安装
工作，32 块交通指示牌“上岗”，覆
盖全镇主干道。

可实现非付费站内换乘
9 月 22 日，伴随着象征开启地

铁大厅“金钥匙”的正式交接，由中
铁二十五局集团五公司承建的广
州新塘站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工
程 E 出入口及换乘通道顺利按时
移交，为广汕高铁新塘站开通运营

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了解，新塘站综合交通枢纽

一体化工程位于广州市增城区新
塘镇，与增城开发区衔接，是广深
铁路、广汕铁路、穗莞深城际铁路
和广州地铁13号线、16号线、规划
20号线等轨道交通线路的交汇点，
也是连接铁路新塘站与地铁换乘
的纽带。广汕高铁正式开通运营
后，高铁乘客可实现非付费站内换
乘地铁，极大提升出行便利。

广州地铁 25 日通报，地铁 13
号线新塘站 E1、E2、E3 口和换乘通
道已完成建设与验收工作，计划于
9月26日随广汕高铁新塘站投入运
营，同步开放对外服务，其中 E3 口
与新塘火车站联通。加上原已开
放的C口、D2口，新塘站将增至5个
出入口供市民出行。接下来，E4口
也将争取尽快开通对外服务。

广州13号线新塘站E出入口及换乘通道同步开通

地铁转高铁请走E3口

广州地铁新塘站 E3 口开通，联
通新塘火车站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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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珠江口一路向东，连接广州和汕
尾的广汕高铁 9 月 26 日正式开通运
营。作为广东省“五纵二横”高铁骨干
网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项目填补了广州
铁路枢纽东向高铁空白，打开了大湾区
横向“东进”更多想象空间。

作为广东省首次主导建设的 350
公里时速高速铁路，广汕高铁最显著
的特点之一是其高速度。加上预计
于年内开通、同为 350 公里时速的汕
汕高铁，位于粤东的汕头、汕尾和揭
阳三市将正式迈入“高铁 350 时代”。
这也让外界意识到，曾一度在高铁时
代落后的广东，已率先将新一轮“战
局”拉到 350 公里时速高铁上。

过去，广东的交通运输网主要以
公路、水路为主，铁路网络并不发达。
20 世纪90年代，作为经济大省的广东，
铁路通车里程甚至位居全国倒数第二。
自2009年武广高铁开通，广东步入高铁时
代，此后，南广、贵广、广深港等多条高铁相
继开通运营。2021年，赣深高铁通车运
营，广东成为全国第六个“市市通高铁”的
省份，铁路运营里程位居全国前列。可以
说，近年来广东高铁网络不断织密，“轨道
上的大湾区”正逐渐从蓝图变为现实。

但 广东显然并未止步于此。往
东，广汕、汕汕高铁的建成通车，将让汕
头、汕尾和揭阳迈入 350 公里时速高铁
时代；往北，龙梅高铁预计2024年建成通
车，届时梅州将步入350公里时速高铁时
代；往西，预计2025年建成通车的广湛高
铁将以350公里时速串联起云浮、阳江、茂
名和湛江……一条条新线将城市间的距离
越拉越近，毫无疑问，经济大省广东的下一
个目标，是加速实现“市市通350高铁”。

快，还要更快。拉开更大视野，全
面扩充并提速的省内联通及对外铁路
通道，也是广东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
关键一招。广东通过大规模建设和局
部通道的改善，大大提升通道通行能力
的同时，进一步增强了粤港澳大湾区对
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的辐射带动能力，对
助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 5 月出台的《关于新时代广
东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
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发挥中心城市辐射
带动作用，加快推进广州、深圳等都市圈
发展；强化区域协同联动，创新区域帮扶
协作机制等。可以说，如今大湾区内部
资源整合已经到了新阶段，需要资源要
素更快速地流动、整合、分工、协作，以实
现区域能级“质”的跃升。从这个层面
说，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让粤东粤西
粤北“短板”变成“潜力板”，必须以高质
量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作为支撑。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广汕高铁，乃
至龙梅高铁、广湛高铁的陆续开通，更
多时速350公里的高铁不断延伸着大湾
区的经济触角，将优势资源、先进经验全
面辐射至粤东粤西粤北，为城乡区域协
调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加速疾驰在高质
量发展道路上的广东，令人期待。

过去 10年间，高速铁路在南粤大
地上不断延伸，南宁至广州高铁、赣州
至深圳高铁、江门至湛江高铁等 17条
时速 200 公里及以上的铁路陆续建成
通车。来自广铁集团的数据显示，广
东 地 区 铁 路 营 业 里 程 由 2012 年 的
2846 公里增至 2022 年底的 5341 公
里，增长 87.7%。其中，时速 200 公里
及 以 上 铁 路 增 至 2448 公 里 ，增 长

337.9%，增速位居全国铁路建设第一。
如今，广东高铁建设更步入快车

道。根据“十四五”铁路发展规划，广
东省内广铁集团规划建设及研究建设
项目36个，总投资约6900亿元。预计
到“十四五”末，广东铁路里程达到
6350公里，较“十三五”末增加1480公
里、增长 30.3%，其中高速铁路达到
3380公里，占广东铁路的53.2%。

届时，广东省将实现广州与珠三角
地区各城市1小时通达、与省内其他地市
间2小时内通达，与临近省会城市3小时
内通达，与京津冀、长三角地区和西南主
要城市6-8小时通达的高速铁路网络。

随着高铁网络进一步完善，广东有
望在全国率先实现“市市通时速350高
铁”，进一步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的辐射
作用，带动周边地区高质量发展。

广汕高铁起自广州市增城区新塘
站，正线全长2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
里。全线设新塘、增城、罗浮山、博罗、
惠州南、惠东、深汕、汕尾等8座车站。
广汕高铁在新塘站通过广深三四线联
通至广州东站，通过博罗至惠州北站联
络线和惠州南站至仲恺站联络线，实现

了与赣深高铁的有效联通。
广汕高铁区域路网地位重要。它

的开通运营，为粤东革命老区增添了
一条快速客运通道，极大便利沿线群
众出行，对助力老区加快融入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
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广汕高铁最高时速按 350 公里运
营，开通初期每日开行动车组列车最
高达29对；四季度调图后，每日开行动
车组列车最高达 43对。其中，新塘站
至汕尾站最快仅需 50分钟，广州东站
至汕尾站间最快 73分钟可达，深圳北
站至汕尾站间最快70分钟可达。

汕尾融入广深“一小时”交通圈

令人期待的是，与广汕铁路相连、
同为时速 350 公里的汕汕高铁（汕尾
至汕头南段），也预计于年内具备开
通运营条件。8 月，汕汕高铁 10 千伏
电力贯通线实现全线贯通送电，为下
一步联调联试奠定了基础。

根据规划，汕汕铁路建成通车后，
汕潮揭地区中心城市“半小时通勤圈”
和粤东地区“1小时交通圈”成为现实，

并将与汕漳高铁连接，在珠三角、海西、
长三角之间构筑起一条新南北向大能
力客运通道，填补沿海通道纵向千余公
里无时速350公里高铁布局的空白。

将目光投向粤西，广湛高铁的进展
也令人欣喜。就在9月初，全长9.81公
里的沙狮联络线正式开通运营，这标志
着时速 350 公里的广湛高铁建设又实
现了一个重要节点目标。

再望向粤北，8月 28日，梅龙高铁
全线最长隧道——下黄田隧道实现贯
通，标志着梅龙高铁全线 52座隧道全
部贯通，为按期开通运营打下坚实基
础。作为广东省首条全额投资建设的
时速350公里高铁项目，梅龙高铁建成
通车后，从梅州乘坐高铁到广州、深圳
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通行时间将由
原来的6小时缩短至1.5小时。

汕汕、广湛等多条高铁捷报频传

广东有望率先实现“市市通时速350高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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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汕高铁
看广东加速驶向
“高铁350时代”

9月26日，备受关注的广汕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自赣深高铁
开通后，时隔近两年，广东又迎来一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据悉，广汕高铁车票开卖不到一天，就售出18.2万张。

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记者了解到，广东境内，广湛高铁、汕汕
高铁等另外几条备受瞩目的时速350公里高铁，也在热火朝天加
速建设中，广东有望在全国率先实现“市市通时速350高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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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晚快评 □李妹妍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焕坤、张豪、郭
思琦、陈卓栋报道：以文连侨兴文化，以
侨为“桥”连世界。9 月 25 日，2023 粤
港澳大湾区（广东）文史论坛开幕式在
中国著名侨乡江门举行。论坛以“华侨
文化与高水平开放”为主题，举办 1场
主论坛（开幕式）、3场分论坛、1次调研
活动，持续至9月26日。

广东自古就是中国海上贸易和移
民出洋最早、最多的省份，华侨华人众
多是广东的特殊省情和独特优势。近
年来，海外侨胞已成为广东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力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
参与者、支持者。2023 年是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发
布的第五个年头。值此之际，2023 粤
港澳大湾区（广东）文史论坛以“侨”为
题，恰逢其时、意义重大。

国务院参事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赵冰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广东省人
民政府参事室（文 史 研 究 馆）要组织
参事、馆员，进一步加强与各方智力
资源联手联动联合，建真言、献良策，
助力把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中蕴藏
的宝贵资源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巨大力量。

论坛“大咖”专家云集。主论坛
上，近百名来自境内外的文史专家学
者聚焦华侨文化与高水平对外开放
发表灼见；平行分论坛上，嘉宾分别
围绕“‘侨’与纽带：华侨文化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侨韵华章：共绘
中国式现代化画卷”“侨史钩沉：以史
为鉴，继往开来”三大议题展开深入研
讨。

本届论坛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
室（文史研究馆）、江门市人民政府、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主办，中共江门市
委宣传部、羊城晚报活动大平台承
办，国史教育中心（香港）、澳门基金
会、澳门城市大学、五邑大学协办。
论坛经组织专家评审，66 篇论文入
选，将汇编合集。

粤港澳大湾区（广东）
文史论坛开幕

2023 多角度、深层次
文史专家共话华侨文化

提
醒

羊城晚报记者 马灿 严艺文 通讯员 增宣 孙朋辉 王惠

以华侨文化助力高质量发展

增强新一代华侨华人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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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教育中心 (香港)校
长何汉权介绍，数百年来，华
侨将华人社团、华文学校、华
文媒体以及孔子学院等带到
全世界，华侨文化随之在全
球得以传播，推动了中国正面
形象的宣传，向世界展示了中
华文化的力量。广东省人民
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澳门博
物馆原馆长陈迎宪也表示，海
外华侨华人是我国与各国交
往的纽带和桥梁，是国家对外
交往的优势之一。

新时代如何做好“侨”的
文章？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
研究馆馆员、南方日报社原社
长杨兴锋建议：“应该以‘侨’
为桥，在全球打造具有协同
性、联动性和强大传播力、引
导力、影响力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国际传播共同体。”

香港教育大学课程与教
学系高级讲师、香港历史文

化研究会会长叶德平认为，
应增强新一代海外华侨华人
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归属感，
可通过发扬饮食文化等华侨
共同拥有的文化，建构他们
身份认同的核心部分。天津
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天津美
术馆原副馆长卢永琇补充
道，博物馆作为社会文化教
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通
过展览、公共教育活动等手
段强化华侨华人文化认同。

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
化产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涂
俊仪看来，讲好华侨故事，是
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全球
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
表达”的有力尝试，可以以

“红头巾”（对 20 世纪初期南
下新加坡的广东三水县妇女
的代称）题材文艺作品为案
例参考，进一步探索“讲好华
侨故事”的有效模式与路径。

华侨文化有
利于中华文
化在世界各

地的传播，发挥潜
在的软实力。”“华
侨文化在文化、经
济、软实力等方面
为中国式现代化
提供了广阔的外
延动力。”……9月
25 日，2023 粤港
澳大湾区（广东）
文史论坛上，来自
境内外的近百名
文史专家学者发
表真知灼见，提炼
展示华侨文化的
独特标识和精神
特质。他们一致
认为，华侨文化在
助力高水平对外
开放、高质量发
展、增强国际影响
力等方面具有独
特优势。

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
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澳门
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
良指出，正如改革开放初期华
侨华人所发挥的引领作用，华
侨文化在推动我国高质量发
展、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所
扮演的角色同样重要。“随着
中国朝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
不断迈进，将有越来越多的华
侨华人积极投入到相关领域，
共同推动中华文化在全球范
围内的传播与交流。”

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广
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
员、广东省社科联原主席田丰
特别谈到，岭南华侨文化是华
侨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侨特色的岭南文化共同
背景是大湾区的文化优势。

“充分发挥这种优势，实现华
侨文化资源的回流与循环、集
聚与创新，是实现大湾区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乡村振兴是高质量发展
阶段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
任务。广东省人民政府参
事、广东省委统战部原一级
巡视员林琳认为，挖掘、活化
已有的华侨文化遗产资源，
可将之转化为乡村振兴及高
质量发展的比较优势。广东
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
员、五邑大学原副校长张国
雄也建议，广东要高度重视
侨文化遗产“双创”工作，争
创国家级侨乡文化生态保护
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乡村
文化振兴。

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
员、福建社科院研究员黄英
湖告诉记者，海外华商的企
业对内讲究“仁”与“和”，对
外重视“信”，在海外市场具
有很强的活力和竞争力，因
此，他们可以为国内经济发
展带来投资与先进管理理
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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