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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永芹

1月2日上午，备受市民关注的重庆站铁路综合
交通枢纽工程（简称重庆站，也称菜园坝火车站）开
工启动改造。

此次开工改造的重庆站，是新中国成立后自主
设计建设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的始发终到
站，是重庆铁路枢纽4个主要客运站之一，承载了重
庆几代人的记忆。

新建重庆站如何改造，将引入哪些铁路线，是否
有轨道交通线到达，乘客如何快速进出，何时能改造
完成？1月2日，记者就市民关心的这些问题，采访
了市交通运输委和负责重庆站设计的中铁工程设计
咨询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如何进行改造
车站和站场面积翻倍，引入“两高一普”

铁路线

“重庆站改造后，将结束渝中区不通高铁的历
史。”市交通运输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根据规划，新建的重庆站，将打造成重庆新地标
——“重庆会客厅”。2027年，有望实现渝厦高铁与
既有成渝高铁在重庆站贯通运营。乘客可在此乘坐
成渝、渝厦等高铁列车，换乘多条轨道线路，实现5分
钟内便捷换乘。

改造前的重庆站，设计为3台7线的尽端式车
站，站房面积2.6万平方米。

改造后，重庆站将引入“两高铁一普速”：“两高
铁”为成渝高铁、渝厦高铁，“一普速”为成渝铁路，站
场规模扩为7台14线，站房分5层、面积共6万平方
米，预测乘客年发送量2360万人次。

“改造后的重庆站，面积和站场均为原来的两倍
多，容纳的乘客更多。”市交通运输委相关负责人说，
此次重庆站改造及配套枢纽工程，总投资约150亿
元。

据介绍，相比于新建车站工程，重庆站改造设计
要实施大规模的拆改建，工程建设难度和复杂性可
谓前所未有。

负责重庆站设计的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
公司设计总负责人张文磊介绍，设计团队从城市视
角出发，统筹城市综合功能与交通功能，突出“传承”
和“创新”，营造“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的新时代铁路客站。届时，将形成蓉渝长厦主通道
及沿江高铁辅助通道，是重庆市“高铁成网、枢纽成
型”的重要一环。

怎样避免拥堵
车站四向可进，连接5条轨道线，乘

客可快速换乘

重庆站周边既有道路复杂，高峰时期拥堵严
重。如何最大程度地实现道路分流，避免周边交通
拥堵？

张文磊表示，设计方案倡导“公共交通优先”，通
过提高公共交通特别是轨道交通占比，减少地面出
行的车流量，从而达到缓解拥堵的目的。

改造后的重庆站，规划聚集了5条轨道线路，市
民乘坐轨道更加便捷。

重庆站站房可与在建的轨道交通18、27号线以

及规划的26号线实现快速换乘；通过自动步道、电扶
梯，实现与轨道交通1、3号线换乘。

根据预测，60%以上的乘客可通过规划的轨道交
通18、26、27号线以及两路口1、3号线进出车站，大幅
度降低地面出行乘客占比，缓解地面交通压力。

目前，重庆站用地周边仅有菜袁路一条城市主
干道。新设计的方案，按照“城市过境交通与车站到
发交通分离”的原则，为方便车辆进入车站迎送乘客
以及市民快捷乘坐高铁，规划在重庆站用地北侧新
建一条道路，作为重庆站进出的主要通道，以缓解菜
园坝片区的交通压力。

改造方案按照“山水织补”的设计理念，还规划
了多条南北向及东西向慢行系统，构建多元立体的
步行网络，将北部山体、南部滨江公园及车站片区进
行“织布”缝合，打造具有山城特色、畅通便捷的CTC
（列车调度集中系统）中央车站。

与改造前的重庆站单一乘客进站方式相比，新
重庆站采用了“北侧为主、东西南为辅”的乘客四向
进站方案。大部分乘客可通过北侧实现快速进出车
站，站房西侧设置了腰部落客区，南侧菜袁路一侧也
可就近上落客，东侧作为老重庆站的主要进出方向
也设置了进站口。

这样，新重庆站将形成集中落客与周边道路多
点落客相结合的方式，避免传统集中式落客导致进
站排队时间长等问题，实现乘客快速进站。

如何设计景观
“向上发展”，让乘客在候车厅可北望

鹅岭风光、南览长江美景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站改造方案创新性地将候车
厅、出站厅上置，减少地下开挖，按照“向上发展”的综
合交通枢纽理念设计，采用特殊的立体布局形式，充
分利用站场上部空间，新建站房、配套停车场、城市配
套开发的主体功能，均设置于铁路站场上方。

如此一来，乘客伫立在车站候车厅，可透过玻璃
窗，北望鹅岭风光、南览长江美景，拥有望山看水的
花园式候车体验。

“新建重庆站最大的亮点，在于它是一座能够传
承历史和记忆，设计为山、水、站、城四维融合的现代
化车站。”张文磊表示。

张文磊称，重庆站改造，以“串融山水、延续文脉”为
理念，打造垂江山水生态轴和沿江历史人文轴。特别
是车站串联滨江绿地、站房、半山崖线、长江一路、鹅
岭二厂以及历史文化资源，传承顺应山势、层层叠
叠、随坡就势的山城意象。顺江区域，打造丰富多彩
的历史人文轴，规划布局铁路文化公园、重庆站牌
坊、文创集市、艺术展廊等文化要素，形成人文荟萃
风貌带，展示成渝铁路历史，传承铁路精神。

此外，新重庆站还是一座智能车站。
为避免传统集中式落客导致进站排队时间长等

问题，车站建有智慧枢纽信息管理平台，实现智能列
车车显、智能公告、智能服务引导、智能指路、智能动
态标识等服务。

“改造后的重庆站，紧跟当前国内高铁站设计
趋势，实现与城市共融共生，不仅提升了城市对外
交通功能和市民出行品质，也改善了既有片区老旧
的城市面貌，必将带动周边区域升级提升，渝中老
城的老旧片区将重新绽放魅力。”市交通运输委相
关负责人说。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铌紫

1月2日，重庆站铁路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开工建设。
重庆站是一座承载无数重庆人记忆的老站，许多“老重庆”都习

惯把重庆站叫做“菜园坝火车站”。
在这里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离家远行，第一次见识“人山人

海”……对许多重庆人而言，菜园坝火车站是难以忘却的“人生第一站”。

一个“坝坝”伴随着新中国第一条铁路起飞

菜园坝，最早其实是一个“菜园子”——这里早年就是农田沙坝，
居住在此的农民以种菜为生，菜园坝因此得名。

菜市场就设在离它不远的南纪门，因此南纪门又有“菜篮子”之
称。在《重庆歌》的童谣里，关于南纪门的描述是这样的：“南纪门，菜
篮子，涌进涌出。”

菜园坝真正的繁荣，源于它的交通枢纽地位，最初是水运，后来是
铁路。1891年重庆被辟为通商口岸后，在菜园坝也设立了水码头，
当时的水运物资除粮食、蔬菜外，还有煤、盐、竹、木等。

1952年，列车的汽笛开始有规律地在菜园坝的上空响起。这一
年的7月1日，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全线通车，重庆站
（菜园坝火车站）建成启用。

从此，重庆站成为成渝铁路的起点站，随着铁路沿线经济的发展而
迅速起飞。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菜园坝又陆续修建了长途车站和
公交站点，成为重庆最早的综合交通枢纽、渝中母城最热闹的地方之一。

“这几十年来，菜园坝见证了重庆的发展，见证了山城的繁荣和
辉煌。”老居民周军文感叹道。

“很多年里我们这个火车站坝坝一直是人潮涌动，繁华得很。”市
民罗玉娟回忆道，当时，这一片随处可见挑起担担、背起大包小包行
李的旅客。

一份记忆 那些年春运高峰一票难求

可以说，菜园坝是上世纪90年代重庆最热闹的地方之一，每到
春运必人山人海，一票难求。

1992年，菜园坝火车站完成改扩建，原本只能容纳1000人的候
车室，变成了可容纳10000人的候车大厅，盛况空前。

1983年进入菜园坝火车站工作的张斌，担任过车站客运员、售
票员、售票值班员、客运值班站长。

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一票难求的情景，他仍记忆犹新：“春运、暑
运时24个窗口全开，还要增设10个临时售票点，即便这样，排队买票
的长龙依旧要排到广场外面。”

“一票难求，毫不夸张。”曾是菜园坝火车站售票员的陈晓英回忆，
1993年她上岗时，还赶上了新中国铁路的第一代火车票——硬板票。

“这种票需要手工加注乘坐信息，卖票就像‘抓中药’。”陈晓英
说，售票员要在一面墙上的上百个小格子里找对应的车票，再用日期
机在车票上印上日期、贴上座位号。

当时售票员都有一项技能，可以在1小时内把全国列车线路示
意图和各种接续站画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在上百个小格子里快
速找到目标票据。每天下班回家后，陈晓英都要背客运规章、手绘全
国铁路示意图，还要把相关线路沿途要经过的车站，全部背诵下来。

“成渝铁路沿线62个车站，我至今都还记得住。”说话间，陈晓英
背起了一首帮助记忆车站顺序的“打油诗”——九大茄伏小，石铜黄
江古，油金白平朱、茨柏临栏永……

这首“打油诗”其实是由各个车站的首个汉字组成，比如“九大茄伏
小”，就是九龙坡站（现重庆南站）、大渡口站、茄子溪站、伏牛溪站、小南
海站；“石铜黄江古”，就是石场站、铜罐驿站、黄磏站、江津站、古家沱站。

随着科技信息技术的发展，上个世纪90年代末，火车站售票员
面前高高的票箱变成了计算机，车票从硬板变成了软纸，陈晓英和同
事们再也不用去背诵“打油诗”了。

一种期待 盼望老车站焕新归来

从1989年到1999年的十年间，菜园坝火车站曾经多次改建，但
受地形限制，依然不能满足人们的出行需求。

老家在江津的罗浩从1996年开始到广州打工，每次春节后坐火
车离开都要提前一天从家里出发，到了重庆就在菜园坝火车站候车
大厅睡觉，“那时候没有什么钱，就想着节约一点，‘将就’一下。”

2022年6月22日，菜园坝火车站正式停办客运业务。
当时，罗浩特地提前几日从菜园坝火车站乘坐5612次列车回江

津。他说，这是自己梦开始的地方，要好好跟它告别。
重庆站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尽头站”之一。昨日，记者在车站看

到，站台和铁轨仍保留着两年前的样貌。
在这里，列车可以“车头”变“车尾”，原地掉头行驶，铁轨也在站

房前终止。
如今，沉寂两年的菜园坝火车站涅槃重生，重庆站铁路综合交通

枢纽工程开工建设，将让这一承载无数重庆人记忆的区域焕发勃勃
生机。市民周谦说，菜园坝火车站停运两年了，但大家心里都盼望着
它的“归来”：“希望在几年后，我们能看到那座熟悉又全新的车站，回
归到我们的生活中。”

■总投资约150亿元 ■站场规模将扩至7台14线 ■连接５条轨道线５分钟即可便捷换乘

3年！菜园坝火车站蝶变“重庆会客厅”

●重庆站将引入“两高铁一普

速”：“两高铁”为成渝高铁、渝厦高

铁，“一普速”为成渝铁路。

●站场规模扩为7台14线，站房

分5层、面积共6万平方米，预测乘客

年发送量2360万人次。

●2027年，有望实现渝厦高铁与

既有成渝高铁在重庆站贯通运营。乘

客可换乘多条轨道线路，实现5分钟

内便捷换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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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05年，菜园坝火车站年运
送旅客近千万人次，累计运送 2 亿多
旅客。

●2006年10月，位于龙头寺的重
庆北站建成投用，菜园坝火车站的功
能被渐渐分流。

●2007年4月，铁路调整运行图，
重庆走渝怀、遂渝方向的列车改到重
庆北站始发终到，一些襄渝方向的列
车也陆续改到重庆北站，菜园坝火车
站到发的列车逐渐减少。

●2011年，为迎接成渝高铁客运
专线的停靠，菜园坝火车站几乎推倒
重建。

●由于施工难度过大，2013年改
造方案进入调整期，长久搁置下来，以
至于错过了 2015 年成渝高铁客运专
线的建成通车，重庆的停靠站最终也
改为重庆北站。

●随着重庆西站通车，菜园坝火
车站变得更加冷清。

●2022年6月22日，菜园坝火车
站正式停办客运业务。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杨铌紫
整理）

一座火车站的变迁

【阅读延伸】

▲▲1月2日，重庆站鸟瞰图。 记者记者 谢智强谢智强 摄摄//视觉重庆视觉重庆

改造后的重庆站效果图改造后的重庆站效果图。。 （（市交通运输委供图市交通运输委供图））

▲▲改造后的重庆站内景效果图改造后的重庆站内景效果图。。 （（市交通运输委供图市交通运输委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