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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现场

事实上，“铁路、地铁安检互
认”并非新生事物。交通运输部
2019年10月16日印发的《城市轨
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法》
中就明确提出：“与火车站、长途客
运站、机场等相衔接的车站，提供
的安检场地应为安检互认提供便
利，以减少重复安检，提高通行效
率和服务水平。”

2020年 4月 17日，国家发展
改革委公开《关于促进枢纽机场联
通轨道交通的意见》，其中也明确
提出要“简化换乘环节，优化轨道
交通车站城市航站楼的值机、行李

托运等服务，推进轨道交通与机场
安检互认，提供便捷的换乘服务”。

而在具体执行中，2020 年 1
月，北京西站已经全面实现了铁
路、地铁“双向安检互认”。

据新京报、北京青年报等媒体
报道，北京西站采取的方式是将部
分地下空间封闭为安检互认区，换
乘旅客只需一次安检，报道同时称

“该模式将使乘客排队时间减少一
半”。京张高铁清河火车站也已实
现铁路与地铁的安检互认。

除了“设置安检互认区”，为
了配合该项规定的实施，从2005

年开始实施的北京市轨道交通
《禁止携带物品目录》，也在2020
年5月1日更新为《北京市轨道交
通禁止携带物品目录（2020修订
版）》实施。

在北京日报的报道中，北京
市公交总队特警大队相关负责人
表示，修订禁限带目录的参与单
位为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交通
委，修订的目的就是为了“确保北
京西站、清河火车站等铁路与轨
道交通安检互认车站的禁止携带
物品相统一，保障安检互认有效
实行”。

【借鉴】设置统一安检区、提升地铁安检标准 北京这样实现双向“安检互认”

专家呼吁提前考虑郑州南站、小李庄火车站建设中的“安检互认”问题

补上“无缝换乘”的“最后一道缝”

（上接A05版）

对郑州而言，交通一直是最大的优势之一。2020年12月12日，随着郑太高铁实现全线贯通，郑州“米”字形高铁
网西北方向的“一点”正式落笔，只差郑济铁路（在建）“一撇”。

而随着郑州南站、小李庄火车站的开工建设，铁轨勾画的“中国铁路心脏”也正彰显出新的辉煌。“治国有常，而利
民为本”。采访中，多位专家对记者表示，辉煌格局之下，通过安检互认这一小细节，补上“无缝换乘”的“最后一道缝”，
无疑将体现出国家中心城市“大民生”。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首席记者宋迎迎 付雨涵/文图

【专家】
安检互认一小步
背后是“惠民服务一大步”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
授竹立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作
为优化服务流程、便利市民出行的重
要手段，郑州市推行地铁、高铁单向

“免安检”措施，是执政为民的重要举
措，也体现了治理能力的提升。

“我生活在北京，对于北京铁路、
地铁安检互认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
这件事在有些人看来只是一个小细
节，节省的无非是一点排队时间，但对
于政府而言，小细节里其实透着大民
生，小细节里体现的恰恰是民生温
度。”

竹立家说，郑州是全国重要的交
通枢纽，又正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因
此，一举一动更应当有大城市的“范
儿”与担当。“安检互认”作为北京等大
城市正在积极探索、先行先试的管理
手段，展示的恰恰是政府部门的治理
能力与管理水平。随着此次试水高
铁、地铁换乘单向“免安检”，应该说已
经走出了第一步。

“安检互认一小步，体现的是便民
利民的一大步。”竹立家表示，郑州市
可以通过统筹多部门职能、早期介入
规划等手段，让铁路、机场与地铁的

“双向互认”也逐渐成为现实，这样不
仅为郑州市民和到达郑州、停留郑州
的旅客提供更多的福利，也在治理能
力提升上在全国作出典范。

时至今日，虽然北京、天津等
较大的枢纽车站取消了火车站和
地铁站之间的重复安检，但仍属少
数。记者在调查中也注意到，涉及
对现有建筑结构的改造一定程度
上成为实现铁路、地铁“双向安检
互认”的卡点。

对此也有专家呼吁，新规划建
设的郑州南站和小李庄火车站能
否在建设时将“安检互认”考虑在
内。

作为河南重金打造、定位为郑
州市第三个综合客运枢纽站的郑州
高铁南站，规划接入了郑渝高铁、郑
合高铁等中原城市群城际轨道交通
网，同时郑州地铁9号线、郑州地铁

13号线在此接驳换乘，成为融合高
铁、城际、航空、地铁等诸多功能的
特大型、综合性交通枢纽。

而位列2021年度郑州市重点
建设项目名单的小李庄火车站站
房建设项目，拟投资达194亿元。
根据《郑州铁路枢纽总图规划
（2016-2030）》，未来其将承担京
广、陇海普速客运。成为郑州又一
铁路枢纽。

河南省社科院城市与环境研
究所所长王建国对记者表示，交通
是城市发展的先决条件，加快建设
郑州大都市区，构建国际化、现代
化立体综合交通体系，安全和便民
同等重要。他认为，如果郑州南

站、小李庄火车站作为巩固郑州交
通枢纽地位、加快郑州都市区建设
的重要举措，应当考虑布局统一安
检，实现更加便捷换乘。

王建国说，随着物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
展，智慧交通将引领智慧城市建
设，也将更多赋能便利出行。“现在
一直在提倡‘无缝换乘’，实际上

‘安检互认’就可以看作是‘最后一
道缝’。如何运用大数据手段增加
效率，减少繁缛环节；如何通过弥
补地铁与高铁、机场安检标准之间
的差别，实现安全与效率的统一，
这些在新火车站的建设中都可以
进行前瞻性考虑。”

【建议】郑州南站、小李庄火车站统筹考虑换乘问题 补上“无缝换乘”的“最后一道缝”

郑州东站高铁到达厅可直达郑州东站地铁站D、E两个入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