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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大湾区之聚焦大湾区之交通篇交通篇③③

城际铁路“公交化”运营，尝试打造轨道交通“软联通”的湾区方案——

用一张票连起一串城用一张票连起一串城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金 晨金 晨 任成琦任成琦 程远州程远州

何耀顺是位货真价实的台湾农民。
别误会，这里的农民不是我们想象中“头戴蓑

笠、卷起裤腿”的农民伯伯。33 岁，台湾屏东农业
科技大学硕士毕业，懂专业、有经验，何耀顺是位
很吃香的现代农业技术人才。

不过，与他打过照面，你又很难把他与“知识
分子”联系在一起。壮硕的身材，黝黑的皮肤，
那是阳光和土地 10 多年来在他身上烙下的印记。
握一握手，有种明显的厚实感，是一双长期在田
间劳作的手掌。“叫我大顺就好了。”他腼腆地对
记者说。

大顺是跟着学长学姐的脚步来到大陆的。“每个
年轻人都希望有更大的舞台，而我们在台湾从事农
业技术，看不到多少发展空间。于是我跟着学长学
姐的脚步，4 年前来大陆发展。”台湾市场规模小，
对现代农业技术人才的需求量不大，专业人士都在
往外走。大顺的同行中，有去东南亚的，有去美国
的，他喜欢大陆，因为这里既没有语言文字的障
碍，也省去远渡重洋的辛苦。“未来20年，应该都会
在大陆这边发展了。”

“登陆”第一站，他落脚在安徽合肥。合肥农场
200 多亩地是他的“小天地”，种植、生产、贩售有
机蔬果，一条龙参与下来，大顺基本摸清了如何把
自己所学融入大陆市场，收入也还令人满意。不料
2020 年春夏，一场洪水来袭，农场损失惨重，刚起
步的事业遭遇挫折。“做农业就是这样，要承担天灾
风险。”

大顺从头再来。很快，经台商朋友介绍，他转
场到北京市郊怀柔区杨宋镇，还是种植有机蔬菜。

“大陆市场很大，总能找到发展机遇。”他在这儿承
包了 31个蔬菜大棚，轮作 17种蔬菜，每天 5点多起
床，第一件事就是进棚巡视，查看蔬菜生长数据，
打理耕作。直到晚上做完第二天工作规划，忙碌的
一天才算结束。几个月的付出，秋天的大棚里终于
挂满青青红红的有机黄瓜、番茄、辣椒、茄子，都
是他的“宝贝”。“看着幼苗在自己的浇灌下挂满果
实，那种学以致用的成就感，很开心。”

2020 年底，大顺从北京南下广东佛山，决定到
粤港澳大湾区去闯一闯。“还是继续做有机农产品。
大湾区本地农产品比较少，市场潜力很大，而且这
里的亚热带季风气候与台湾很相似，可以让台湾农
产品更好地落地适应，然后往全国辐射推广。”目
前，大顺在广东佛山的贤鲁岛租用了33亩农地的20
年使用权，作为台湾新农业示范基地进行建设。同
时，他还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两岸农业专才，组
建了自己的小团队，准备在苗圃种植和农产品再加
工领域深耕，做大做强。

“一直选择做有机农产品，除了经济方面的考

量，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希望保育土地，永续
发展。”大顺非常认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他认为土地资源不能无限度索取，要把握好
效益与环保的平衡。

“我喜欢做一个农夫，生活单纯，不用交际应
酬，每天看着作物们向上生长，收获的时候最有满
足感。”一般人都觉得搞农业辛苦，大顺却很喜欢自
己的职业。与记者谈起具体的农业技术，大顺精神
饱满，兴致盎然：“比如同样是种植大棚蔬菜，南北
方气候不同，需要根据专业知识，一边摸索一边调
整。这样的经验，若留在台湾是很难获得的。”

对于大陆新出台的“农林 22 条”，大顺表示欢
迎，服务更全、补贴更多，估计会吸引更多学弟学
妹到大陆发展。“到大陆二线以上城市工作，薪水普
遍比台湾有优势。而且大陆市场更广，舞台更大，
未来可能性更多。”他经常鼓励前来咨询的学弟学
妹，如果真的要在农林领域做一番事业，就来大陆
吧。抓住机会，趁着年轻！

如何刷公交卡坐城际列车？怎样才能
实现 5 分钟“三铁 （即地铁、城际、高
铁） ”同站换乘？……随着轨道上的粤港澳
大湾区加速前行，城际铁路正成为“穿城引
线”、拉近城市距离的重要通道。面对新的挑
战，大湾区城际铁路工作者们创新性地提出
了“一张网、一张票、一串城”的城际铁路“公
交化”运营理念，依托多元化票务支付、便捷
换乘等“软联通”方案，打通大湾区城际铁路
与城市地铁两张轨道交通网，让湾区人员流
动更加高效便捷。

多元支付 一票通达

“持羊城通交通卡的旅客请走红色闸机
刷卡进站，通过‘铁路12306’或在窗口购
票的旅客请从蓝色闸机检票进站。”在广

（州）清（远）城际铁路花都站，红、蓝双色的
闸机已经成为这里的一张新名片。每逢客运
高峰，旅客们便会在站厅广播的引导下在相

应颜色的闸机前排队，有序进出站。
“红、蓝双色闸机分别代表着广州公共

交通和‘铁路12306’两套票务系统，是为
了满足旅客多元化购票需求设立的。”广东
城际铁路运营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何铁军介
绍。作为全国首家获得城际铁路旅客运输
资质的省方企业，广东城际铁路运营有限
公司为实现“多元化票务支付”，创新性地
提出两套票务系统在同一城际铁路车站并
行的“湾区方案”，并在现有的广州公共交
通票务系统上进行了改革与创新。旅客只
需通过广州地铁 APP 进行个人身份实名认
证，或通过羊城通等公交卡实名认证，即
可实现刷脸、刷卡或刷码进站乘车，方便
快捷，实现“无需购票，‘码’上过闸”。

目前，广清城际、广州东环城际各车
站均已实现多元支付方式购票乘车。“推出
刷卡、刷码等实名制多元化票务支付方式
只是我们迈向‘一票通达’的初步尝试。”
何铁军说，下一步将会继续探索搭建大湾

区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票务清分体
系，努力打通城市交通与城际铁路之间的

“票务隔离”，真正实现“一张票连起一串
城”的目标。

便捷换乘 高效管理

为了实现城际铁路“公交化”运营，
广东城际铁路运营有限公司更是在管理、
服务等方面攻坚克难，如何实现高铁、城
际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之间的“三铁”便
捷换乘便是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

今年1月，广清城际花都站与高铁广州
北站间的换乘通道正式启用，旅客在“三
铁”之间相互换乘仅需 5 分钟。除了“硬
件”上缩短“三铁”换乘的空间距离外，
随之优化的“软件”服务也是实现5分钟换
乘的关键。据了解，高铁广州北站、城际
花都站和地铁广州北站之间在安检互认问
题上遵循“向上承认”原则，即由高铁、

城际车站出站的旅客无需二次安检，可直
接搭乘广州地铁，高铁出站旅客可直接搭
乘城际列车，尽可能降低重复安检造成的
不便。

换乘难题解决了，“一票通达”的目标
又对城际线路运营管理提出了更高标准。

“为了配合刷卡、刷码搭乘城际线路的需
求，我们在运营上要向灵活性更高、更加
人性化的广州地铁模式看齐。”何铁军告诉
记者，由其团队负责运营管理的城际线路
突破传统线路的候车和乘车方式，实施不
限定车次、不固定座位的售票模式，车站

也不再设定统一候车室，旅客可随时购票
进站至月台候车，即到即走。

随着城际运力需求量的提升，相应线
路的日开行对数和行车间隔均会根据客流
量的变化实现合理配置。为了满足位于清
远的“广东省职教城”师生往返广州的需
求，广清城际线自今年 3 月起增开 13 对直
达列车，平均行车间隔由28分钟压缩至22
分钟，最小行车间隔仅为 10分钟。广州至
清远每小时都有全程 16分钟的直达车，大
大提升了旅客的出行体验。

连线成网 互联互通

在大湾区轨道交通“软联通”进程
中，推进城际铁路“进中心、连枢纽”的

“硬核工程”同样没有停下脚步。去年 6
月，广清城际花都站至广州白云站南延段
已开工建设，预计 2023年通车。未来该线
路终点站将直接与位于市中心的广州火车
站接通。

“‘城际10分钟，进城1小时’，城际
铁路未达市中心，这是部分跨城旅客不愿
意选择城际铁路出行的主要原因。”何铁军
坦言，目前广清城际、广州东环城际铁路
先期开通段尚不能进市中心，下一步广东
省加快广清城际南延线建设，推动城际铁
路“进中心、连枢纽”，届时旅客出行将更
加方便快捷。

与此同时，时速 160 公里的广州地铁
18 号线将于年内建成通车，这个轨道交通
里的“新物种”将把城际铁路与城市地铁
两张轨道交通网紧密相连。相关规划显
示，未来地铁 18号线将北延至广州花都区
天贵站接驳广州东环城际，向南连接广州
市中心城区和南沙自贸区，继续南延可达
中山、珠海中心城区。

“无论是‘硬联通’还是‘软联通’，
只要老百姓有需求，我们就要提出相应的
解决方案，这就是城际铁路发展的方向。”
何铁军说：“只有大湾区的城际交通网越织
越密，人员流动才会越来越方便，‘一张
网、一张票、一串城’的深层次互联互通
才能真正实现，大湾区未来的发展才更有
吸引力。”

“快乐农夫”何耀顺：

“未来20年都会在大陆发展”
本报记者 汪灵犀

广清城际铁路花都站外旅客如云。 中新社记者 陈骥旻摄广州地铁18号线时速160公里的电客车在进行热滑试验。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本报北京4月 22日电 （记者金
晨） 针对近日民进党当局勾连美国
一些反华议员抛出所谓“台湾国际
团结”议案，质疑、挑战联大 2758
号决议，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22 日
应询表示，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
力，反反复复在联大 2758 号决议上

做文章，企图推翻台湾是中国一部
分的铁的事实，挑战联大决议的权
威性合法性，妄图为其“台独”谬
论背书。这终究是痴心妄想，难逃
失败末路。

马晓光指出，1971 年第 26 届联
合国大会通过 2758 号决议，承认中

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
法政府。这从政治、法律、程序上彻
底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
题，充分体现了联合国所坚持的一个
中国原则。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
国际组织必须遵守联大决议，按照一
个中国原则处理涉台问题。

据新华社澳门电（记者李寒芳）
“海上丝路·双城忆——清代广州十三
行之广州与澳门印迹”图片展近日在
澳门城市大学何贤中心开幕。

据介绍，本次展览主要涵盖海贸
遗珍、珠江璀璨、濠江溢韵、丝路鎏金、
源远流长五大主题，甄选广州十三行博
物馆部分馆藏文物图片和收藏于世界
各大博物馆、艺术馆的清代外销画以及
澳门文献史料等共233幅图片，展示广
州与澳门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

广州十三行创立于清代康熙年

间，是清政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专
业商行，拥有通往欧洲、拉美、南
亚、东亚和大洋洲的贸易航线。在清
政府只允许广州“一口通商”的闭关
政策下，十三行一度垄断了当时海上
丝绸之路的进出口贸易。

澳门城市大学校长刘骏在图片展
开幕式上致辞表示，广州与澳门同属
岭南之地，同根同源，两地在历史上
同是海上丝路和对外贸易的重要窗
口，担当着东西方交流的桥梁角色，
彼此有着许多共同的历史记忆。适逢

澳门城市大学四十周年校庆，两地携
手举办本次活动别具意义。

“这是广州十三行博物馆首次走
出南粤的展览，也是该馆与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的首次联系，
意义重大。”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文史研究馆） 主任杨汉卿说，清代
广州十三行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经贸史
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本次图片展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参
事室（文史研究馆）、广东省粤港澳合作
促进会、澳门城市大学（澳门世界记忆
学术中心）、澳门文献信息学会、广州十
三行博物馆联合主办，展期至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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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办：

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挑战联大2758号决议难逃失败末路

澳门举办清代广州十三行相关展览

连日来，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的盐田港区一派繁忙。广东深圳海事局公开数据显示，2021年第一季度，深圳港盐田
港区新增9条囯际航线，吞吐量一路飘红，完成集装箱吞吐量366.73万标箱，同比增长45.86%。图为数艘货轮在盐田
港区囯际集装箱码头装载出口的货物。 邱新生摄 （人民视觉）

盐田港区装卸忙盐田港区装卸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