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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6月30
日，记者从重庆铁路投资集团获悉，菜
园坝火车站（重庆站）有望今年全面启
动改造，打造成重庆新地标——重庆会
客厅，旅客可在此乘坐成渝、渝湘、渝万
高铁等列车，换乘5条轨道线路，实现5
分钟内便捷换乘。

1952年7月1日，新中国第一条铁
路——成渝铁路全线通车，被重庆人称
作“菜园坝火车站”的重庆站亦建成启
用。从此，它成为成渝铁路的起点站。今

年6月20日，重庆站正式停止客运作业。
按照国家发改委、国铁集团和市政

府相关批复，重庆站站房及配套综合交
通枢纽将建成高速铁路、城际和城市轨
道交通、公共汽车、出租车及航空港紧密
衔接的国际一流的现代化大型综合交通
枢纽。这也意味着改造后的重庆站空间
更大，市民在此可乘坐更多的列车。

据介绍，重庆站现有1场3台7线，
改造后为2场7台14线，站房规模6万
平方米，车站最高聚集人数1万人，预

计2030年到发旅客4720万人次/年。
未来，乘客在此可乘坐成渝高铁、渝湘、
渝万高铁，以及改造后的成渝铁路重庆
站至江津站段、重庆站至重庆北站枢纽
联络线等列车。

旅客还可在此换乘 5 条轨道线
路。据悉，重庆站改造后，与既有轨道
1、3号线和在建的18号线衔接，规划
26、27号线引入重庆站枢纽内。

重庆站改造完成后，城市道路拥堵
也将得到极大缓解。交通组织上，我市

将对重庆站片区综合交通进行整体谋
划，强化菜园坝立交、黄沙溪立交以及
菜园路的功能，规划新建站北路及进出
站匝道，形成“上进上出”的铁路客流组
织方式，并增设部分停车设施，满足地
面交通疏解的需要。

据介绍，重庆站改造后将实现三大
定位：成为“两江四岸”城市发展主轴的
重要综合性公共中心，城市级站城一体
综合开发片区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双核的重要窗口。

菜园坝火车站有望年内启动改造
将打造成重庆新地标，可换乘5条轨道线路，实现5分钟内换乘

□成都日报记者 田程晨

位于二环路北三段的成都站，曾是
成都最热闹的地方之一。站房顶上“成
都”两个红色大字，似乎在告诉人们，成都
火车站到了，成渝铁路的故事就是从这里
开始。

70年前的今天，成都站前红旗飘
扬、锣鼓喧天、人声鼎沸，新中国成立后
建成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全线
通车。70年间，宝成铁路、成昆铁路等
一批干线铁路汇集于此，成都站站房也
历经4次较大规模扩建或改建，其中
1984年10月新建成的站房，经2005年
9月改造后使用至今。

如今的成都站，广场并没有熙熙攘

攘的拥挤，显得相对安静。走进车站，
成都站的工作人员正在布置“成渝铁路
70周年”的纪念展板。在展板前，和记
者约好的成都车站客运车间副主任张
芸娣正在向来往旅客介绍成都站、成渝
铁路70年来变化。

“成都站正是成渝铁路的始发终到
站，就在这里，成都迎来了第一列火车。”
张芸娣说，正是这条铁路，将成都和重庆
连点成线，让两地开始融入全国。

2009年张芸娣来到成都站工作，那
时候的成都站还“热闹”的很，特别是春
运期间，车站的工作人员各个都忙得不

可开交，整个车站一天就有13.8万人次。
跟随张芸娣的脚步，记者来到成都

站的站台，与成都东站等其他客运车站
的站台不同，这里的站台仍旧保持着一
些“复古”的元素。

“你看，这里的站台是不是不高，它离
股道只有50厘米高。70年前，迎来首列
从重庆开来的火车时，就是这个高度。”张
芸娣说，目前成都站是成都东南西北四个
客运站中，唯一还在继续使用“矮站台”的
客运火车站了，而其他车站则早已使用高
站台。

记者和张芸娣一起回大厅的途中，

碰到了正在站台巡检设备的张建。张建
从1994年就来到成都站工作，近30年的
时间里，他几乎见证了成都站的变化。“作
为一名成都站的铁路人，成都站的变化，
特别是设备的每一次更新，我都非常的熟
悉。”张建说，他拿出几张成都站的老照
片，从照片上可以看到，最早的成都站可
称之为简陋：站房东西走向，一字排开，总
面积不足一千平方米。

后来，成渝间铁路的速度不断提
升，随着成遂渝铁路动车的开行，成渝
间的时间再次缩短。如今，成渝高铁让
成渝间实现一小时直达，让张建激动不
已。“真没想到现在只要62分钟，就能
实现从成都到重庆，放在过去想到不敢
想。”张建说。

70年前成都站迎来重庆开来的首趟列车

□本报记者 杨永芹

今天，成渝铁路迎来了70岁生日。
成渝铁路是新中国成立后建成的

第一条铁路，也是西南地区第一条铁路
干线。它在推动沿线居民出行和生产
生活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经过
70年风雨历程，岁月的痕迹已然爬上它
的脸庞。

为让成渝铁路焕发新的活力，年
内，我市将对成渝铁路重庆站至江津站
段启动全面改造，即在充分利用既有单
线的基础上，采用沿既有线增建二线、
增设车站、九龙半岛截弯取直等方式推
进。同时，我市按照铁路公交化运输方
式，将其打造成一条精品观光旅游铁路
线，既提升“外在颜值”，也增强“内在气
质”。

已无法适应交通出行需求
既有线增建二线

6月28日12∶20，成渝铁路九龙坡
铜罐驿站，一列来自兴隆编组的货运列
车，装载着防汛物资呼啸而去。

“目前，这座车站每天只有一对客
运列车通行，货运列车相对较多。”铜罐
驿站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像铜罐驿站一样，成渝铁路沿线几
乎所有站房都存在容量小、站台破旧的问
题，已经无法满足旅客交通出行需求。”重
庆铁路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成渝铁
路重庆站至江津站段已运行70年，当时
所建的铁路技术标准低，线路为单线铁
路，病害较多，路基翻浆冒泥、边坡风化剥
落、构筑物老化开裂等时有发生。

与此同时，随着成渝高铁、成遂渝
铁路的建成通车，重庆铁路枢纽客运
系统逐步完善，成渝铁路重庆站的长
途普速客运功能也由重庆西站承接。
特别是按照重庆铁路枢纽“客内货外”
的布局原则，成渝铁路中心城区段线
路货运功能也在逐步减弱，沿线重庆
电厂、重钢集团已相继搬迁。

为了充分发挥成渝铁路重庆站至
江津站段铁路运输功能，促进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发展，打造“四网
融合”，我市规划将该段铁路实施病害
整治、消除安全隐患改造，经过长达近
10年的反复论证，最后得出结论：只有
在既有单线整治的同时增建二线，才
能既满足沿线开行公交化列车需求，
又达到节约投资的目的。

据介绍，成渝铁路重庆站至江津站
段，既有线长65.08 公里，既有车站9
座，其中重庆站为该段最大的客运站，
重庆南站为客货共用站。经测算，增建
二线总投资93.8亿元，工期3年。而建
设同等长度的轨道交通，总投资不少于
360亿元，工期5—6年。

“用较低的投资，较短的工期，即可
实现重庆站到江津站段沿线城市铁路
的公交化交通功能。”重庆铁路投资集
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根据国铁集团和市政府批复，成渝
铁路重庆站至江津段改造在充分利用
既有单线的基础上，采用沿既有线增建
二线、增设车站、九龙半岛截弯取直的
方式进行。线路长61.01公里，改造后
设计时速80公里/小时，共设15座车

站，包括重庆站、鹅公岩、黄桷坪、义渡
古镇、茄子溪、钓鱼嘴、伏牛溪、小南海、
铜罐驿、西彭、圣泉、江津站，预留大渡
口、金鳌站等2座，黄磏站为货运站。

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
全线桥梁、隧道均可能保留原貌

在铜罐驿站重庆端，一座全长仅
77.1米的石砌结构大桥——袁家溪桥
屹立在铁路线上。在如今的钢筋、混凝
土时代，已经很少见到这样建筑风格的
铁路石砌结构大桥。

“这是70年前，与成渝铁路一起建
成投用的袁家溪桥。”中铁二院相关负
责人表示，经过日常保养维护，这座桥
依然状态良好。为保留历史文脉，设计
人员并没有规划将其拆除，而是考虑在
既有线路旁新建一座袁家溪左线大桥。

重庆铁路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袁家溪桥是成渝铁路众多老桥中极
具代表性的一座。不管建设的材质还
是孔跨样式，都具有厚重的年代感。

据介绍，增建二线在设计上，采用
沿既有线走行、随弯就弯的方式，最大
限度保留既有铁路线；在既有设施的利
用上，全线大部分的桥梁、隧道、沿线房
屋都进行了有效利用，并且尽可能保持
原有风貌。成渝铁路重庆站至江津段
改造将保留全线40座桥梁，并按照“修
旧如旧”的原则，在既有桥梁一侧增建
二线。

隧道方面，则保留原有隧道整体风
貌，仅对2座隧道由单线扩孔为双线，
其余均在既有隧道一侧新建二线。

新建铜罐驿站隧道作为改造段先
行开标段，全长400多米，将建成双线
隧道，目前已累计完成开挖300多米。
隧道距离老隧道只有150米左右，最窄
处只有22米。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老隧道全长
只有100多米。“因老隧道病害严重，为
确保施工期间不对既有隧道产生扰动，
在距离老隧道30米范围内采用机械开
挖，其余地段采用控制爆破开挖。”隧道

承建方中铁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特别
是爆破施工时，加强控制爆破振速及沿
线的巡查力度，确保既有成渝线运营安
全。

打造一条沿江旅游观光线
一站一风景、站站有特色

未来，市民要享受亲子亲水的美好
休闲时光，不妨乘坐成渝铁路重庆站至
江津站段列车，来一趟亲水之旅。

成渝铁路重庆站至江津站段沿江
而建，将打造成亲水休闲的连接纽带，
旅客在抵达站点后即可通往江岸、滨江
公园等，享受亲水体验。同时，这也将
是一条沿江旅游观光线。

此次改造，重庆铁路投资集团将融
合铁路文化、地域文化、建筑艺术，既做
到“合而不同、全线一家”，又体现“一站
一风景、站站有特色”。

为此，重庆站至江津站段全线将按
照溯源——星星之火，传承——红色基
因，融合——人文情怀，绽放——百里
画廊等主题主线，每一个站点表现一个
主题，围绕红色基因、开路先锋、精神家
园等主题共同讲述成渝铁路历史故事，
共同构筑“流动的铁路博物馆”和“红色
文化传承展示长廊”。

“传承历史文脉，保留记忆乡愁，这是
成渝铁路改造的一大亮点。”重庆铁路投
资集团相关负责人说，改造工程将围绕成
渝铁路设计、建设的历史，以及沿线龙凤
寺、工业博物馆、马桑溪古镇、铜罐驿古镇
等44处工业、旅游文化，全方位提升成渝
铁路重庆站至江津站段的文化主题，升华
铁路与城市共生共荣的互联关系，既提升

“外在颜值”，也增强“内在气质”。
在候车厅、进出站通道、跨线通廊

等适宜点位，将采用铁路元素或军工
元素抽象图案做成的拼贴装饰、壁画、
浮雕等墙体立面文化展示；在站前广
场等位置，将陈列铁路元素物品，开路
先锋雕塑等；保留老成渝铁路既有房
屋，通过展示机车、铁轨、既有设施设
备、筑路工具零部件等实物，打造成铁
路文化教育基地，实现传承历史文脉
的功能定位。

值得一提的是，改造后，每座站房
与公交、出租车及社会车辆停车区之
间，设置了无风雨走廊无缝衔接，乘客
出站只需步行20—30米即可换乘其他
交通工具，显著提升乘客出行体验。

高峰小时接发车能力和发车频率
均提高8倍

根据规划，重庆站至江津站段增建
二线建成后，将开行公交化通勤列车和
旅游列车全天候运行，极大满足居民通
勤出行和旅游观光需求。

目前，成渝铁路既有单线运输能力
仅为35对，单线高峰小时接发车能力
仅2.5对，发车频率为24分钟。

改造后的增建二线，每天可开行列
车105对，高峰小时接发车能力可达20
对，发车频率3分钟，高峰小时接发车
能力和发车频率均提高8倍。

据介绍，成渝铁路重庆站至江津站段
改造后，可覆盖人口约127万，平均站间距
缩短至4公里左右，将充分发挥市域铁路
公交化功能，开行公交化和旅游列车，成
为沿线市民出行的重要交通方式之一。

成渝铁路重庆站至江津站段将迎蝶变
■将打造成“内外兼修”的精品观光旅游铁路线
■可覆盖人口约127万，平均站间距缩短至4公里左右

大图：改造后
的江津站效果图。

小图：江津站
现状。

（重庆铁路投
资集团供图）

（上接1版）

一条财富流动之路：
带动百业发展 至今仍发挥重要作用

2022年4月14日上午10时，永川
国家高新区铁路专用线正式通车运行，
搭载着25节运输汽车专用车厢、195
台“长城炮”和“坦克300”的长城汽车
专列首发，在鸣笛声中驶出永川栏杆滩
火车站，开往河北保定。

这条位于永川国家高新区凤凰湖
产业园的铁路专用线，正是由成渝铁路
栏杆滩站改造而成——在原有3条到
发线基础上新建了1条到发线、2条货
物装卸线，运力为小汽车60万吨/年、
集装箱 50万吨/年，总运量为 110万
吨/年。其中小汽车装卸线几乎修到了
长城汽车永川工厂门口，与工厂成品车
库只有一桥之隔。

“西南是交通第一，有了铁路就好
办事。”70年过去，当年主导修建成渝
铁路的邓小平的话音犹在耳边。成渝
铁路作为交通动脉，改变了西南地区特
别是川渝两地的格局，也继续为双城经
济圈腾飞发展发挥着巨大作用。

“如果没有成渝铁路盘活当年的
重庆101钢铁厂（重钢前身），也就没
有后来的重钢。”原重钢退休工人熊名
珍老人在接受重庆日报采访时曾感慨
地说。

1950年，新中国的第一根钢轨在
重钢轧出，被铺就在成渝铁路上；上世
纪80年代，重钢在全国钢铁企业中率
先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成为改革开放
的弄潮儿。

作为重庆工业象征的重钢，确是因
成渝铁路而兴。成渝铁路，不仅救活了
遭受严重破坏的101钢铁厂，还做强了
重钢。到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重
钢已经位列全国十大钢厂。大渡口因
重钢而建区，被称为“十里钢城”。

成渝铁路沿线物产丰富，人口稠
密，工农业发达，矿产资源丰富。贯穿
四川盆地的成渝铁路，不仅把成都、重
庆及沿线10多个城市串联起来，还将
西南地区与全国各地紧密地联系到了
一起。

成渝铁路通车后，重庆荣昌的煤点
亮了万家灯火，四川内江的糖甜遍了全
国各地。技术人才顺着铁路,从祖国的
四面八方进入大西南。随着运价大幅
下降，1200多种过去不能外运的西南
特产，大量运往华东、华北和中原。

改革开放以后，川渝两地的群众去
沿海打工，沿海的新鲜事物也不断改变
着原本封闭的大西南。成渝铁路成了
物流、人才流、信息流、资金流的重要通
道，成为一条流金淌银的财富之路。

到2021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地区生产总值达7.4万亿元，占全国比
重 6.5%，占西部地区比重达 30.8%。
今年一季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近1.74万亿元，同比提
高5.5个百分点，高于全国0.7个百分
点。

如今，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所用航
油，大部分依靠成渝铁路源源不断供
给，老铁路与航空枢纽，以这样特殊的
方式被连接到了一起。

一条自立自主之路：
拉开新中国大规模建设铁路序幕

隧道穿山、桥梁跨江，线路“上天入
地”——2022年6月20日，被称为“天
路”的郑渝高铁全线贯通运行，重庆形
成成渝通道和渝京通道两线齐发，串联
起西南地区与中原、华北地区的快速通
道网络。

作为我国高水准铁路建设的缩影，
郑渝高铁创下多个第一：万州到巫山
段，桥隧占比高达98%，为国内首条桥
隧比超过90%的山区高铁；奉节梅溪
河双线特大桥，为国内350公里/小时
高速铁路最大跨度无砟轨道上承式拱
桥；云阳彭溪河大桥，建成国内第一深
水桩；巫山小三峡隧道，是亚洲时速350
公里高铁最长的单洞双线隧道……

这些工程的完成与突破，与新中
国成立后以成渝铁路为起点的大规模
铁路建设积累下的技术和人才密不可
分。

成渝铁路全长505公里，有60个
车站；筑路供应的主要材料中，钢轨
55997吨，枕木达128万多根，它是新
中国成立后，第一条完全采用国产材
料，由中国人民自己建设起来的铁路。

修建成渝铁路时，由于缺乏自主修
建铁路的经验，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
河。当时西南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
组织专家对101钢铁厂既有机械、人
才、技术进行摸底，决定修复张之洞时
代购入的8000匹马力蒸汽机，发动专
家和技术工人攻关后，于1950年9月
轧制成功新中国第一根重轨。之后，成
渝铁路从钢轨到螺栓，全部实现“中国
造”。

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数不胜数，
工友们就发挥主观能动性，自己想办法

解决。成渝铁路建设者魏一民回忆说，
在隧道打炮眼，最初是一个人扶着钎
子，一个人抡大锤砸，一天两人也就能
打炮眼8米。当时有个工人叫颜绍贵，
自创了“单人冲钎法”，他用一根长炮
钎，利用炮钎自身的重量，一个人一天
就能冲炮眼近20米。

当时水泥被称为“洋灰”。由于国
内产量低，成渝铁路建设只能就地开采
石料，作为水泥的替代品。成渝铁路全
线新建的28座隧道，边墙全部为石砌；
隧道拱圈，有23座是石拱。整条铁路，
新建桥涵石砌工程占60%以上，混凝
土只占8.6%。

成渝铁路的建设，同时也拉开了新
中国大规模进行经济建设的序幕，积累
了大量的技术、人才和经验。

如今，我国铁路运营总里程超14
万公里，“四纵四横”高铁网建成运营，
成为世界上唯一高铁成网运行的国家，
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世界级工程也
成了中国铁路交通的名片。

以成渝铁路为起点，重庆不断推进
铁路建设里程，不断提速铁路列车运营
速度。到2030年，重庆将建成成渝中
线、渝昆、渝万等11条高铁，形成“米”
字型高铁网络，实现“1小时成都、贵
阳，3小时周边省会城市，6小时北上
广”目标。

一条链接未来之路：
双城抱团融入“一带一路”大格局

2022年6月30日，成渝两个城市
开行的中欧班列突破两万班。

2011年3月19日，首趟中欧班列
从重庆团结村始发，揭开了我国开行中
欧班列的序幕。如今，中欧班列已成为
世界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凭借其
运时短、成本低、运能大、零接触的独特
优势，积极发挥着国际枢纽通道的规模
效应和对产业、贸易的集成带动效应。

作为中欧班列开行最早、运行最稳
定、影响力最大的川渝地区，从2021年
1月1日起，开出的中欧班列有了一个
共同的品牌——中欧班列（成渝）。它
翻开了中欧班列发展新篇章，也为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注入新动力。产
自重庆的笔记本电脑、家电、服装，产自
成都的家电、花木等，通过中欧班列（成
渝）销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今年5月19日，从重庆江津出发
的首列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货运班列，
借道成渝铁路，顺利抵达成都青白江区
城厢站。该班列的开通，可紧密衔接西
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和长江黄金水
道，加强成渝两大陆港型国家枢纽互联
互通，使双城经济圈货物流、信息流更
加畅通，推进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

成渝铁路以及与之接轨的国内国
际大通道，使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积极
融入到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大格局
中。

一条便民惠民之路：
双城经济圈居民如今更似一家人

“成渝·同创园”位于沙坪坝区黄金
湾·智谷。作为“成渝·同创园”运营负
责人，成都人徐立频繁往返于成渝之
间。“现在成渝高铁提速，1小时就能通
达，就跟走亲戚一样方便。”徐立说，他
第一次到重庆走亲戚，坐的是成渝铁路
的绿皮车，在车上“摇”了一天才到重
庆。但当时听长辈讲，与成渝铁路开通
前相比，这已是“高速”。

在徐立看来，成渝间便捷的交通，
乃川渝合作的根基之一。

“现在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出
行更方便，让两地企业愿意携手开拓市
场。”徐立说，“成渝·同创园”已吸引携
恩科技、哈瑞特科技等七八家科技企业
入驻。在入驻企业首批派驻到重庆的
30多名员工中，有八九人像徐立一样，
已经或准备把家安到重庆，实现落地生
根。

“上世纪80年代，坐绿皮车往返
成渝是最快的选择，后来变成坐高
铁，现在变成网络办理，只需跑一
次。”前不久，来自四川省成都市武侯
区的张伟在重庆自助打印出公司的
营业执照。开办物流仓储公司的张
伟之前办理过同样的手续，当时他为
材料中的数据调整等问题，曾在成渝
间往返3趟。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便利
化，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
纲要》中明确提出的要求。2020年至
今，为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放管
服”改革，方便企业群众办事，川渝两
地先后联合推出了三批共311项“川渝
通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其中第一批、
第二批210项事项已经全部实现，今年
9月底前第三批101项也将实现。

截至今年一季度，“川渝通办”已累
计办件和查询量超过900万件次，日平
均2万件次；截至目前，川渝累计跨省
市迁移户口10.6万人次；持续联合开
展网络招聘，共帮助18.3万名求职者
在川渝成功就业。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