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于海霞 组版：刘淼

票价省了100多元，时间少了一半

河河南南老老乡乡争争相相体体验验，去看看济南的冬天
记者 于泊升 杜春娜
见习记者 管悦

首发车引来不少旅客
检票口排起长队

8日上午，郑州东站西广
场人头攒动，济郑高铁全线
开通仪式在济南、郑州等地
同步进行。参建单位代表、乘
客代表等聚在一起。同一时
间，准备开往山东的G4830
次列车在站台上做好发车
准备。

据郑州铁路局有关工
作人员介绍，G4830次列车
由郑州东站开往济南站，中
途停靠聊城西站、茌平南站；
到达济南站后，列车车次号
变更为G4831，停靠一段时
间后继续开往青岛站，中间
停靠淄博、潍坊、昌乐。

10时20分，距发车还有一
段时间，济郑高铁的1A检票
口前就排起了长队。车站取
票处也聚集了不少取济郑高
铁首发车车票的旅客。“我今
天去济南旅游，运气比较好，
买到了首发车车票。”张栋栋
在取票处将纸质客票取出
后，拍照发了朋友圈，配文
是：“课文里的济南的冬天，
马上就要见到。”

在取票的乘客中，有一
个人比较“特殊”。“济郑高
铁，倾注了我和同事们的心
血。”张瑞祥（化名）是济郑高
铁设计单位成员，这几年，图
纸画了无数次，方案改了无
数遍，他们与其他参建人员
一起，为鲁豫两省的新通道
奋战数年。“去年郑州到濮阳
段通车时，我们就开始算着
日子，等着全线贯通的这一
天。”张瑞祥说，他感觉很自
豪，看着自己参与建设的高
铁开跑，是件有成就感的事
情。

张瑞祥说，等孩子放假
了，也要带着他坐济郑高铁
去山东。“到时候可以和他
说，你看，这是爸爸和叔叔们
参与建设的铁路。”

通联速度大幅提升
二等座票价直降百元

10时58分，登乘首发车
的旅客全部上车后，列车缓
缓驶出站台。8号车厢装饰了
气球，祝贺济郑高铁全线贯
通的横幅非常醒目。列车离
开郑州东站后，演艺人员走
进车厢，为乘客送上河南地
方曲艺。

刘建国背着摄影装备，
拿着手机不停地“呼唤”朋
友来看表演。“年轻时，因为
工作经常往山东跑，最早坐
绿皮火车，很慢，时速不到
100公里，后来有了高铁，还
得去徐州绕路。”刘建国说，
他对山东有一种情怀，退休
后关注着鲁豫两省发展，济
郑高铁从开始立项到全线
贯通，已经过去7年，这一次，
他终于不用再绕路，从郑州
出发直达济南。“前几天听
说今天有首发车，就招呼了
几个老朋友，一起坐着第一
班车去山东。”

11时50分左右，首发车
进入山东，在齐鲁大地驰骋，
返回山东的林先生透过车
窗拍下风景。“每年去河南五
六次，以前要绕行，票价还
高。”林先生说，他之前从郑
州回济南，票价在300元或者
340元左右。“今天的首发车，
郑州到济南只要218元，时间
少了一半，性价比高了不
少。”

从郑州东站出发后，经
过两小时运行，首发车进入
济南站停靠。车门打开后，乘
客“涌”上站台，三五结群从
出站通道离开，去往泉城各
处。

“这个时间，济南开往郑
州的首发车也早已到达，两
列首发车‘双向奔赴’。”林先
生说，从当天起，山东、河南
的手紧紧“牵”在一起，河南
游客早上喝个胡辣汤，中午
就能在济南吃上把子肉，晚
上说不定还能去青岛吃海
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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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郑直联，鲁豫
牵手。12月8日，济郑
高铁济南到濮阳段
建成通车，济郑高铁
全线贯通。8日10时
58分，济南、郑州同
时发出首发列车，其
中，由郑州发出的
G4830次列车受到不
少河南老乡欢迎，当
天的二等座席全部
售出。

记者 白新鑫 王瑞超
李牧青 岳致呈

薛东江：
坐着参建的高铁回家很幸福

12月8日，济郑高铁全线贯通
运营。8日一早，中铁十局济郑四分
部作业队副队长薛东江就来到长
清站，当天他要乘坐济郑高铁首发
车前往濮阳。

“这一天我期待了很久，终于可
以坐着自己参与建设的高铁回家
了！”薛东江说，他是河南濮阳人，作
为一名济郑高铁的建设者，这一天对

他来说意义非凡。“我在山东工作生
活了十多年，以前没有这条高铁，我
坐火车回家需要在郑州东或者新乡
中转，一般需要七八个小时才能到
家，今天坐上自己参与建设的济郑高
铁只需要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到家
了。”薛东江说，高铁的发展给我们带
来了太多的方便，以后还有很多铁路
项目需要建设，未来我们老百姓出行
会越来越方便。

刘文昌：
高铁给聊城带来发展机遇

坐着自己建设的高铁回家，刘
文昌多年的心愿得以实现。

刘文昌是中铁十局济郑高铁
项目部安质部部长，也是一名地地
道道的聊城人。“以前在别的城市
建设高铁项目时，我就在心里暗
想，什么时候我的家乡也可以通高
铁？”刘文昌说。如今，他的这一愿
望成为现实，刘文昌和团队承接了
济郑高铁建设任务，为家乡建设了
首条高铁，这对刘文昌来说意义非
凡。“我们聊城也迎来了高铁时代，
等以后雄商高铁开通后，聊城将处
于晋鲁豫交通黄金十字上，高铁将
给聊城带来更大的发展机遇。”刘
文昌畅想着家乡未来的发展，作为
一名聊城人、一名高铁建设者他觉
得自己很幸福。

记者 白新鑫 王瑞超
李牧青 岳致呈

1965年4月，经过全国铁路运行图
的调整，济南客运段首次增开了济南
至郑州247/8次列车。这一趟列车犹如
一条纽带，巧妙地将鲁豫两省紧密串
联起来，开启了属于鲁豫之间的故
事。这趟列车在历史上几经变迁，从
最初的济南至郑州延长至西安，再延
长至重庆，直至今日的济南至重庆
K15/6次列车。每一次延长都为其赋予
了新的生命力，每一次站停都为沿线
的城市与人民带来了便利。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济南客运段
职工蒋家新当选为列车长，值乘济南
至郑州的普速列车。蒋家新回忆说，

“那时候值乘的列车时速才40多公里，
往返需要3天。每个车厢都有单独的供
暖炉。”回忆起当年往事，蒋家新老爷
子有说不完的故事。“那时候给旅客
供应热水是三四节车厢共用一个烧
水炉，有专门的烧水职工，一个人负
责三四百人的用水，这个活可不轻

快，既要保持热水不间断供应，又不
能浪费煤炭、浪费水。”

21世纪初期，济南至郑州的列车
延长至西安，使用的是空调列车，旅客
乘车环境得到提升。“第一次值乘空调
列车时很新鲜，不用烧煤炭了，车厢环
境更干净了，制暖制冷也可根据季节
进行调整，旅客乘车更舒适。”第二个
时期的列车长赵侦峰回忆第一次跑空
调车的情景，往事仍历历在目。“以前
绿皮车的卫生间是直排式，后来换了
空调车，卫生间都有暖气，采用的也是
更先进的集便式处理方式。”随着铁路
发展，那时旅客购买的车票已不再使
用手写代用票，而是使用机打红色软
纸票，票面依次标注车次、车站、开车
时间等信息，内容翔实且实用。

2011年，首趟380B型高铁动车组驶
入国铁济南局。2014年1月，青岛至广州
南增开G278次列车，时速达300km/h。
至此，济南至郑州的列车运行时间已
缩减至3小时34分钟，进一步节省旅客
出行时间。“刚入路的时候也值乘过
普速列车，第一次值乘G278次列车时，

就觉得车非常快，也很平稳，旅客在
数小时里即可完成出发地至目的地
的位移。”第三个时期的列车长杜延
伟说话间拿起了陪伴自己多年的老
票机，“这个票机已具备联网补票功
能，在列车有空余座席的情况下，我
们可以通过联网功能为旅客抢票，更
方便旅客办理延长补票业务。”

2018年12月，伴随着济青高铁、青
盐铁路开通，复兴号正式加入国铁济
南局。95后列车长李雪在2023年7月进
入列车长队伍，成为“鲁豫”铁路线上
的“第四代”列车长。新车长的加入，为
车长队伍注入了新的活力。“第一次
担任列车长时值乘的就是复兴号，这
次又能以济郑高铁山东段首发列车
长的身份值乘本次列车，心里还是非
常激动的。”

在历史的长河中，济南至郑州的
列车几经提速，从硬板票到电子客票，
从40多千米每小时到350千米每小时，从
绿皮车到复兴号高铁，它历经了岁月的
洗礼，成为见证鲁豫经济社会发展和人
们旅行生活不断提升的生动载体。

“记得儿时有个梦想，梦想着在家门口修一座高耸入云的大桥，建一座日夜运转的火车站。也记得后
来投身到土木行业的毅然决然，脑袋里充斥着青春的激情与热血，幻想着未来携妻女游玩时骄傲地告诉
她们：这座大桥、这座火车站，是爸爸亲手建设的。”随着济郑高铁的全线贯通运营，有这样一批建设者，
济郑高铁对于他们来说有着一种特殊的意义。

“通往家乡的高铁，是爸爸亲手建设的”

从绿皮车到复兴号，从硬板票到电子票
四个时期列车长讲述铁轨上的“鲁豫”故事

在在郑郑州州东东站站，，演演艺艺人人员员为为乘乘客客送送上上河河南南地地方方曲曲艺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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