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昔昔日日““土土地地庙庙””华华丽丽变变身身““城城市市之之门门””
火车站的变化体现了30年间烟台对外交通的大发展说起30年前烟台的对外交通，人们往

往会想起被称为“土地庙”的老火车站，想
要坐火车去青岛要8个半小时，那时的车
站拥挤、简陋，车速很慢。

2009年5月16日，新火车站竣工，同年
8月16日投入使用。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新
火车站被形象地称为“城市之门”。

随着2010年青烟威荣城际铁路的正
式开工，烟台的对外交通将会更上一个台
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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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庙”老站

去青岛8个半小时

“对外开放30年，不少烟台本地人认
为火车站的变化就是烟台对外交通的变
化。”烟台火车站原党委书记龙玉平在谈
到烟台对外交通变化时如是说。

烟台老火车站始建于1956年，是名副
其实的“老”站，直到上世纪末，还在使用
这座40多岁的老站房。

“那时的火车站是平房，整个候车厅
只有400多平方米，坐不了几个人，座椅
也是大通排的长椅。出了候车室就是站
前广场，赶上春运的时候人多，候车厅盛
不下，乘客们就得站在广场上，刮风下雨
都没办法。”龙玉平回忆起上世纪八十年
代旅客乘车的情景，那时的站台没有遮
阳棚，无论天气怎样，乘客都得在露天地
里候车。

到了1988年，火车站对客运候车室进
行了扩建，整个工程持续两年，到1990年
结束。

新候车室增加了软席及母子、军人候
车室，旅客候车大厅建筑面积为3876平方
米，最多可容纳2767人，休息座位1300个。

“这在当时是件大事，乘客心里也跟着宽
敞了。”龙玉平说。

尽管如此，改建后的火车站仍仅仅
正面是普通的二层建筑，其余都是平房
和临时建筑，后因年代久远损坏严重，站
房和风雨棚几乎每年都得进行大面积修
补，火车站还是没能摆脱“土地庙”的戏
谑称呼。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烟台对外交通，不
仅车站条件简陋，轨道方面也很落后。

“现在坐火车去青岛 4个多小时就
够，到年底城际铁路开通，一个多小时就
行，而那时候坐火车去青岛要跑上8个半
小时。”提起铁路交通的变化，烟台火车
站原副站长、高级工程师张吉文有着很
深的体会，“坐火车除了比汽车更平稳些
外，速度上的优势完全显现不出来。”

张吉文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烟台的铁
路还是单轨，直到1998年，整个烟台只有5

对列车。烟台至青岛、北京、上海各一对，
烟台至济南两对，想去其他城市，只能去
济南、北京等大城市倒车。

说起当年的车次，张吉文还记得清清
楚楚，“北京是248次，济南是303、304次，上
海283次，青岛94次。”

青荣城铁开建，烟台进入动车圈

蓝烟铁路承载了所有烟台人
的火车梦。

根据蓝烟线的建设情况，其
设定速度并不适合于跑动车，加
入动车网便成了烟台人的梦想。
而这个梦想，在今年年底就能成
真。

2010年3月18日，青烟威荣城
际铁路正式开工。

青荣城际铁路是山东省内第
一条区域性城际高速铁路，也是
省内投资最大的单体铁路建设项
目，连接青岛、烟台、威海三个主
要城市，是构建半岛城市群间最
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和最快捷运
输通道。

青荣城际铁路设计起点为青
岛北站，终点为荣成站，线路长度
298 . 971公里，其中桥梁164 . 696公
里，占正线长度的55 . 09%。全线共
设13个车站。已批准的工程总投资
约351亿元。建设总工期4年，将于
今年年底竣工通车。

青烟威荣城际铁路设计为
客运专线铁路，主要承担青岛与
烟台、威海之间的城际客流，同
时承担部分跨线客流。此外，正
线数目为双线，设计时速为 2 5 0

公里(线下平面条件预留300公里

/小时 )，计划采用CRH动车组运
行，预计到2020年日客运量达到
19 . 9万人，到2030年日客运量达
到29 . 3万人，届时青岛至烟台的
行程将由 3 . 7小时缩短至 1 . 5小
时，青岛至威海则将由 4 . 3小时
缩短至1 . 7小时，实现动车组“公
交化”运行。

青荣铁路进入烟台境内后，
基本与蓝烟铁路同行，进入福山
后右折向东，基本沿绕城高速、烟
威高速南侧进入牟平。沿线附近
有莱阳经济开发区、桃村经济开
发区、烟台高新区、牟平经济开发
区、沁水工业园等重要产业园区，
青烟威荣城际铁路建成后，将与
蓝烟交通经济带并肩联手，进一
步发挥“洼地效应”，吸附集聚周
围人流、物流、资金流等生产要
素，加快隆起一个更大的“交通经
济带”，促进一批新项目的催生、
新产业的扩张和新经济增长点的
形成。

“青荣城际铁路通车运行后，
蓝烟铁路将成为货运专线，不再
承担客运业务，届时烟台的对外
交通将更上一个台阶，铁路迅速
跟进，烟台将成为一个四通八达
的枢纽城市。”张吉文说。

“不少烟台本地人认
为，火车站的变化就是烟台
对外交通的变化。”

——— 龙玉平

“那时候没有大型的装
卸设备，火车车皮的装卸完
全靠人工，最先进的工具就
是老虎车。”

——— 杨清宏

“那时开车靠人，现在
开车靠科技。”

——— 张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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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读铁铁路路货货运运
从最初的小平房到现在的“城市之门”，随着对外开放，烟台火车站发生着翻天覆

地的变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烟台苹果已经很有名气，但在那个交通并不发达的年
代，想把这些特产运出去很不容易，铁路成了主要的载体。而外地特产等货物想进入烟
台，也主要依靠这条铁轨。随着一车皮一车皮货物的南来北往，烟台也加强着对外交
流。如今，从单一的线路，到青荣城际铁路的建设，烟台人逐渐圆了多年的交通梦。

烟台铁路30年大事记

●1986年，货运楼建成6层高综合楼，
1987年交付使用。

●1988年，由铁道部和路局投资，在
烟台站修建长度为520米的尽头式零担
线，新建二层货运营业楼和装卸办公楼，
并于当年交付使用。

●1989年，建成1号、2号、4号等零担到
达仓库和3号零担发送仓库，并于年底交
付使用。

●1990年，修建烟台站货3股集装箱到
发线，该线全长486米，同时增建U型门式
起重机一台，该门吊跨度30米，主梁全长
50米，自重100多吨，起重能力36吨，货场使
用面积10000平方米。

●1991年，烟台站站场改造。11月6日，
电气集中联锁系统正式开通使用。该项工
程共埋设电缆80余公里，架设高矮信号机
105架。11月底，车站灯桥投入使用。当时昼
夜开行5对旅客列车，济南(2对)、北京、上
海、青岛各一对。货物列车昼夜开行14对。

●1992年，货车增至17对。
●1993年，烟台站改造项目之一的信

号楼开工，次年11月4日正式起用。
●1995年5月12日，海阳站旅客候车楼

启用，成为蓝烟线上第一幢客运候车楼。
烟台站所辖车站增至18个。

●1996年，18个车站全部实现6502电
气集中。

●1997年12月24日，烟台铁路公司挂
牌成立。12月蓝烟铁路增二线建设立项，
增二线全长185公里，铺轨260公里。1998

年9月10日开工，2001年12月28日全线开

通。
●1997年12月，烟大铁路轮渡建设立

项，2004年开工，2006年投入使用。
●1998年1月1日，增加至西安、佳木斯

列车；同年10月1日全国铁路实行新的运
行图，蓝烟线蓝村至莱西间速度由90公里
/小时提高至100公里/小时。

●1999年5月1日，烟台站站场改造工
程正式开始，11月底基本结束，12月29日，
车站起用了二层新运转楼。

●2001年12月24日，集中联锁设备改
为微型联锁。

●2006年12月26日，烟台火车站过渡
站破土动工，2007年3月26日全部完工。

●2007年5月12日11时，过渡站投入使
用，烟台站完成历史使命。

●2007年9月6日，烟台新火车站开工
建设。

●2008年，铁道部和山东省政府签订
《关于加快山东省铁路建设有关问题的会
议纪要》中确定，双方共同筹资建设青烟
威荣城际铁路，项目资本金按照总投资的
50%安排，铁道部、山东省按资本金7：3比
例出资。

●2009年5月16日，烟台新火车站竣
工，同年8月16日投入使用。

●2010年3月18日，青烟威荣城际铁路
正式开工。

●2010年8月，蓝烟铁路电气化改造完
成，牵引力由目前的3500吨提升至5000吨，
年输运能力由现在的3000万吨增加到5000

万吨。

本报记者 孙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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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烟台台，，作作为为全全国国首首批批1144个个
沿沿海海对对外外开开放放的的城城市市之之一一，，
11999911年年获获得得国国家家口口岸岸办办授授予予
的的““全全国国文文明明口口岸岸””荣荣誉誉称称号号。。
11999933年年和和11999966年年，，又又连连续续两两次次
获获此此殊殊荣荣，，成成为为全全国国550000多多个个
口口岸岸的的佼佼佼佼者者，，是是全全国国223311个个
一一类类口口岸岸中中连连续续三三届届获获得得““文文
明明口口岸岸””称称号号的的44个个口口岸岸之之一一。。

刊头题字/报道顾问：杨金镜

几十年前的蒸汽机车。

龙玉平、张吉文、杨清宏(自左向右)满怀深情地回忆起烟台对外交通
的发展变化。

变身“城市之门”

高端大气上档次

进入新世纪后，火车站的变化可谓翻天
覆地。

2006年，火车站改造方案最终敲定，同
年12月26日，火车站过渡站破土动工，2007年
3月26日全部完工，2007年5月6日中午12点，
火车站旧站拆除工程正式开始，这座承载着
烟台半个世纪历史的老建筑与市民挥手告
别。

龙玉平说，不少曾经奋斗在铁路上的老
干部们已经退居二线，当他们听到火车站改
造的消息后打心眼里非常高兴。

新建的火车站正门的巨大圆拱被形象
地称为“城市之门”，大拱东西长474米，轴线
间距165 . 5米，其他部分深102 . 5米。站台上除
高架建筑外，其他部分均设钢结构站台无柱
风雨棚。

2009年5月16日，新火车站竣工，同年8月
16日投入使用。“首先给人的感觉是敞亮，我
去看过两次新车站，是我们当年做梦也想不
到的样子，大气，宽阔。”龙玉平说。

与火车站同时改造的，还有一直拖烟台
发展后腿的蓝烟线。张吉文说，上世纪90年
代之前，火车站到蓝村车站要经过18个车
站，不管大站小站，烟台至青岛的列车逢站
必停，而停靠时间长的会有半个小时，“等得
人都直挠头。”

上世纪90年代后期，蓝烟线进行改造，
改造以50公斤/米的钢轨取代了原来43公斤/

米的钢轨，轨道限定速度大大提升。“蓝烟线
改造前是三级铁路，限定时速是90公里，但
实际上列车的运行时速为45公里左右，非常
慢。”

轨道改造了，火车也要跟着改造，最原
始烧煤的蒸汽机车已然不能在改造后的轨
道上跑，内燃机车开始唱主角。2009年，蓝烟
线开始进行电气化改造。2010年8月26日，电
气化改造完成后，第一列电力机车进入火车
站，烟台正式进入电气化时代。

“蒸汽机车时代的‘三大件’是司机、副
司机、司炉，现在的‘三大件’变成了列车自
动停车装置、主体化机车信号设备和列车无
线电调度电话。”张吉文笑称，“那时开车靠
人，现在开车靠科技。”

30年前的火车站还只是平房，整个候车厅只有
400多平方米，坐不了几个人，赶上春运的时候里面
拥挤不堪。1990年火车站扩建后，新候车室增加了软
席及母子、军人候车室，乘客心里也跟着宽敞了。
2009年新火车站竣工并投入使用，给人的感觉是大
气、宽阔，正门的巨大圆拱更是被人们形象地称为

“城市之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车站。 芝罘区档案馆供图 现在的烟台火车站。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待运的苹果筐

能排到前进路上

上世纪九十年代，烟台苹果已远近驰
名，铁路成了苹果运输的第一选择。每年秋
天苹果成熟后，火车站都是一番壮观的景
象。

“那时候没有大型的装卸设备，火车车
皮的装卸完全靠人工，最先进的工具就是
老虎车。”烟台车务段原职教科科长杨清宏
回忆说，所谓老虎车，就是一种下部有块横
挡板的两轮手推车。

“苹果运输没有现在的纸箱子，都是苹
果筐，一筐就是60斤，完全靠人力搬运到火
车站，但由于当时的货运能力有限，运苹果
的果农在火车站门口排起了长队，等待外
运的苹果筐能从站前广场一直延伸到前进
路上。”

“货运过来的还有煤炭、矿石、沙子等，
一个车皮能拉50吨，卸货班组里三个人同
时卸一个车皮得花两小时，那么大的一张
铁锨，一锨煤就有30斤重，有时候人手不够
就一人一个车皮，能从大清早干到吃午
饭。”

1990年，货场设备改造工程开展，修建
烟台站货3股集装箱到发线，全长486米，同
时增建U型门式起重机一台，跨度30米，主
梁全长50米，自重100多吨，起重能力达到
36吨，装卸效率得到质的提高。

“现在卸煤炭、矿石有专门的卸煤机，
大型货物由吊装机吊装进车厢，简单的货
物还有叉车装卸，以前3个人两个小时的工
作现在一个人20分钟就干完。”杨清宏说。

此外，货站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90年
货场改造后，整体使用面积扩充到10000平
方米。

“以前的货场是个沙场，天气好的时候
一刮风就尘土飞扬，黄沙漫天，一下雨就又
变成泥浆地。”杨清宏说，1991年前，火车站
货场没有专门的照明设施，晚上装卸只能
靠着路灯工作，甚至是摸黑装卸，“1991年
后货场建了灯桥，一大排强力照明灯把货
场照得跟白天一样。”

2011年 2012年

旅客运输量(万人) 33875 . 3 35896 . 8

货物运输量(万吨) 20866 . 7 21940 . 7

铁铁路路货货运运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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