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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向前！烟台全域高铁加持诗与远方
——— 写在潍烟高铁开通之际

记者 张琪

山海之城，万亿烟台，再添
一条铁路“大动脉”。

10月21日上午9点28分，备
受关注的潍烟高铁将开出首班
列车，这是足以记入烟台经济
社会发展史册的大事件，标志
着烟台就此迈入全域高铁时
代。高质量发展的列车疾驰，万
亿之城有了强力加持。经山掠
海的时空穿梭中，串联起了无
限发展潜力，勾勒出了迷人的
诗与远方。

蜿蜒曲折的潍烟高铁线。
今年，是烟台市迈入万亿级

城市的开篇之年，城市面临新坐
标和新机遇，而城市能级跃升便
是“万亿”之后的重要话题。构建

起通达世界的现代交通网络，建
设“大通道”“黄金路”，与万亿城
市相匹配，则是重要的能级跃升
路径。

今年，烟台交通领域喜事连
连，以烟台机场二期、潍烟高铁
为代表的重点项目承担起“贯通
大循环”的重任，随着时间推移，
烟台国际性综合立体交通枢纽
的雏形浮现，对于提升万亿烟台
区域整体经济实力和综合竞争
力来说至关重要。

曾几何时，铁路曾是烟台的
发展之痛。在青荣城际铁路开通
之前，烟台仅有一条蓝烟线，那
时车马慢，铁路成了出行掣肘，
烟台成了交通末端。遥想当年，
即便是去趟济南，绿皮车上咣当
大半天，也成了“次日达”。2014

年，青荣城际铁路开通后，动车
组列车开进烟台，虽然进出便利
度大大提升，但其辐射范围有
限，蓬莱、龙口等地市民靠铁路
出行需绕行烟台市区，莱州、招
远等地甚至没有客运列车通达。
所以，当设计时速350公里的潍
烟高铁出现时，胶东大地，高铁
成环，高铁沿线的出行热情和期
待值被拉满了。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循着
潍烟高铁线路走向可以发现，沿
途串珠成线，经过烟台7个县域，
分别是莱州、招远、龙口、蓬莱、
福山、烟台黄渤海新区、芝罘，上
述区县占据烟台行政版图的半
壁江山，更有多个百强县，是县
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于烟台来
说，深度融入国家“八纵八横”高

速铁路网，北部沿海对外客流的
主通道打通。于沿途区县来说，
高铁打通主动脉和大循环，将注
入更多的创新、开放和活力基
因，为沿线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
劲动力。

文字很有趣味，“因”和“火”
两个字的组合就是“烟”。火车，
除了能够成就城市烟台，还能带
来足够的人气和烟火气。交通领
域的重大变革，深度影响人的
生活方式，人员往来、商贸物流
之密切，必将直接带动文旅市
场的升温，文旅资源的活力得以
持续释放。梳理发现，潍烟高铁
沿途的旅游文化资源丰富，仅
4A级以上景区便有十几处，更
有蓬莱阁（三仙山·八仙过海）、
龙口南山旅游区等5A级景区，

具有极大的市场开发潜能和客
流前景。

大文豪苏东坡900多年前就
将诗与远方具象化，他曾在蓬莱
留下海市诗———“东方云海空复
空，群仙出没空明中”。驿动的
心，在诗与远方的遐想中蠢蠢欲
动。坐上高铁游烟台，经一站，赏
一城，美一路。看花、赏金，登山，
寻仙，品美食，饮美酒，沿线各地
文旅部门也已经使出浑身解数，
迫不及待地想把烟台美给你看，
期待各地游客来打卡。

山海情怀生生不息，城市发
展一“路”向前。烟台纵横驰骋的
信心更足了，天地更广阔了。

嬗变，崛起。环渤海地区中
心城市的远景目标也更加清晰
了。

于洋 秦雪丽 吕奇 王琳
烟台报道

潍烟高铁开通，有哪些重
要意义？

“从交通角度来看，潍烟
高铁开通的意义可以概括为

‘四个一’。”交通运输经济研
究专家刘良忠教授说。

刘良忠分析，首先是“一
条线”。潍烟高铁是我国“八纵
八横”高铁网沿海高铁通道的
重要组成部分，山东省北部沿
海地区多了一条对外客运交
流的重要通道。第二，“一个
环”。潍烟高铁与已建成的青
荣城际铁路、潍莱高铁共同构
成高铁网的闭环，标志着胶东
半岛的高铁网络进一步完善，
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有力
保障。第三，“一张网”。高铁可
与其他交通方式有机融合，以
烟台黄渤海新区为例，烟台西
站距离烟台机场9公里左右，
在此可搭建起“空海铁公”于
一体的综合性、立体化、现代

化的交通运输体系。第四，“一
条带”。由潍烟高铁这条“交通
带”可以延伸出工业带、产业
带、文旅带等，刺激各种资源
要素快速流动，有效整合和盘
活资源，加快烟台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总的来说，潍烟高铁开
通不仅对烟台打造环渤海地
区中心城市、建设东北亚综合
性的交通枢纽城市奠定了一
个非常好的基础，还对加快山
东半岛城市群互联互通，打造
胶东半岛1小时、省内2小时、
北京3小时高质量交通圈，推
动胶东经济圈一体化，打造轨
道上的半岛城市群，促进沿线
地方交通产业、旅游产业发
展，实现经济快速提升具有重
要意义。”刘良忠说。

潍烟高铁开通运营，“交
通圈”也激活了“生活圈”“经
济圈”“文旅圈”。鲁东大学旅
游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曹艳
英从“交通”+“文旅”的角度进
行了分析。她认为，潍烟高铁

的开通将进一步带动地方文
旅资源的开发，烟台自然风光
秀丽、人文底蕴深厚，各地应
做好差异化发展，让烟台旅游
目的地遍地开花。

潍烟高铁串联起胶东半
岛多个沿海城市，“坐着高铁
去看海”成为很多外地游客周
末来这里度假的一个新选择。
正是看准了潍烟高铁开通带
来的客流，烟台40多家景区联
合给出了“凭借高铁票，享受
景区优惠”的政策。为了让大
家“坐着高铁来看海”更便利，
当地铁路部门积极和文旅等
部门对接，在景区与高铁站之
间的接驳上下足功夫。

头一回通高铁的莱州市
是2024年度全国综合实力百
强县市，当地抓住高铁开通的
难得机遇，努力把莱州高铁站
所在区域，打造成以商贸服务
业为主体的新经济增长点，以
更好承接高铁客流带来的强
大购物、餐饮、休闲、商品和服
务消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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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东半岛高铁网形成闭环

潍烟高铁开通促进区域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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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噙热泪的招远市民

21日上午8时许，首发车开行
前夕，莱州站内外已经聚集了不
少旅客和市民。

“船坐了，飞机也坐了，就是
没坐过高铁！”在莱州站，莱州市
民王丽丽带着80岁的母亲，打算
乘坐高铁到潍坊体验潍烟高铁的

“速度与激情”。王丽丽激动地说：
“我们关注潍烟高铁建设情况好
久好久了，盼了好久好久，终于盼
到了！”王女士的母亲头发花白，
但精神矍铄，谈及马上要登上高
铁列车，她一脸笑意、合不拢嘴。

在招远，市民杨女士来到招
远站内，看着气势宏伟的高铁站
房，也不禁眼噙热泪。“为了体验
首发车，我特意买了往返票。这么
多年了，我们终于可以在家门口
坐上高铁，我们祝贺招远站建成
通车！”杨女士激动地说。

潍烟高铁建成通车，莱州、招
远结束不通客运列车的历史，龙
口、蓬莱等地的高铁出行也将不
必再绕行烟台市区，烟台正式进
入全域高铁时代。

首发车上，不少旅客特意买
了当天的车票前来体验。其中，有
一位年轻小伙子一口气买了7张
高铁票，用册子整齐地收纳着，如

数家珍。他叫陈天豪，是一位来自
青岛的铁路车票收藏爱好者。“我
买到了莱州站的第一张车票，

‘A001’！”陈天豪兴奋地介绍，
“其中一张车票的座号是 7 车
11A，今年7月11日是潍烟高铁联
调联试的第一天。”陈天豪说，铁
路车票见证着他的每次出行，它
们也诉说着高铁建设背后的故
事，这些故事格外珍贵。

在高铁上“绣花”的小伙

在欣喜中回望，早在百余年
前，“烟潍铁路”的设想已跃然纸
上。然而，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
此事几经筹备还是不幸夭折。但
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播下了

“建铁路”的种子，相信未来终有
一天会发芽。

4 年前，这个种子开始发
芽——— 潍烟高铁开工建设。4年
后，在这个丰收的金秋，潍烟高铁
建成通车，新时代的高铁建设者
让烟台圆了百年前的梦。

在首发车上，一个面部黝黑
的山东小伙与周围乘客热情分享
着潍烟高铁的建设故事。他是来
自山东菏泽的王新振，是潍烟高
铁昌邑至莱州段工务设备介入管
理的负责人。“我的工作既要解决
施工现场发现的新问题，也要根
据日常管理经验，将以往运营中
的老问题在建设阶段解决。”王新
振说，“在精调现场，要一直重复

‘弯腰、测量、记录、起身、行走’这
一动作，每天要弯腰近万次，不仅
考验眼力，还要考验体力。”就这
样，王新振在该段坚守了整两年。
安全性和平顺性的更高要求，练
就了他“眼尖、耳锐、心细”的拿手
本领，他的同事们形象地比喻高
铁介入工作像“绣花”一样，是一
个精细活。

王新振有两个女儿，大女儿
刚上一年级，小女儿今年3岁。开
通当日，王新振还带着他的爱人
和两个女儿一起体验首发车。“这
两年，他几乎每天待在段上，很久
才回趟家，难得有时间去接一次
孩子放学，没承想都找不到班
级……”王新振的爱人“抱怨”着，
但脸上挂满了骄傲，“作为高铁建
设者的家人，我们能做的就是替
他们守好家。高铁建设是大事，一
定得支持。我本身是潍坊人，潍烟
高铁通车，我们的出行线路又多
了一条，坐在自己家人建设的高
铁上，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近年来，山东省把高铁作为
交通强国山东示范区建设重要内
容，全面加快高铁大建设、大发
展、大提升。2018年以来，陆续建
成济青高铁、青盐高铁、日兰高
铁、潍莱高铁、黄东联络线、济莱
高铁、济郑高铁、莱荣高铁等一批
重大高铁项目。如今，全长237公
里的潍烟高铁顺利通车，再次为
山东高铁运营里程“添砖加瓦”。
截至目前，山东高铁运营里程突
破3000公里，居全国第一。

“晒”剪纸的非遗传承人

飞驰的高铁“缩短”了时空的
距离，同时也缩短了诗和远方在
人们心中的距离。依托高铁，人们
可以选择短暂出行，经一站、赏一
城、美一路。

为了写好“交通+文旅”文章，
潍烟高铁开通当日，烟台文旅部
门还邀请了国家高级导游一起登
上首发车，并组织了部分非遗项
目、文创产品以及它们的传承人、
创始人在高铁上与乘客亲密互
动，让齐鲁大地的文化影响力在

高铁车厢内快速传播。
坐着高铁游烟台，游客可以

到哪儿玩？国家高级导游、山东十
佳旅游主播、烟台文旅推介官贾
艳华在车厢内向乘客热情推介了
烟台，分享了从自然景观到历史
文化等九个方面的“不一样”，邀
各地朋友畅游“仙境海岸 品重
烟台”。

格外吸睛的是，在首发车5车
厢，火红的剪纸贴满了车窗。创作
剪 纸 的是国 家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烟台剪纸项目的代表性传
承人梁巧艳。她是地道的烟台人，
自小热爱剪纸，将传统手艺与现
代潮流相结合，创造出不少当下
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剪纸作品。“潍
烟高铁开通，这么喜庆的日子，当
然要用我们红红火火的烟台剪纸
来记录一下。”潍烟高铁的开通给
梁巧艳提供了不少创作灵感。为
了迎接烟台迈入全域高铁时代这
一重要时刻，梁巧艳历时两个月，
潜心设计了一套潍烟高铁沿线站
房剪纸，“潍烟高铁是我们几代人
的梦想，如今终于圆梦了。作为非
遗传承人，要用烟台非遗记录城
市大事，让更多的人记住并且传
承下去。”

除了烟台剪纸，烟台绒绣、烙
画、面塑、民生印花、胶东泥塑、传
统手作香以及脸谱绘制等非遗项
目纷纷设展，非遗传承人与乘客
热情互动。此外，蓬莱“八仙”也登
上列车惊喜快闪，福山书法爱好
者现场送“福”……各种活动让乘
客应接不暇。

去年12月，莱荣高铁建成通
车；不到一年时间，潍烟高铁开通
运营。两条高速铁路途经青岛、烟
台、潍坊、威海4市16个县市区，惠
及沿线人口2800万人。

此时此刻，一列列高铁列车
正在胶东半岛蜿蜒驶过，给寂静
的山海带来无限生机。

◎2020年12月8日 潍烟高铁正式开工
◎2021年11月26日 全线最大跨度连续梁之一的福山特大桥跨王

懿荣大街(72+128+72米)连续梁正式合龙
◎2021年12月6日 全线首条隧道(向阳隧道)贯通
◎2022年8月17日 首列500米长地钢轨列车抵达蓬莱铺轨基
◎2022年10月16日 全线桩基施工完成
◎2022年10月29日 全线隧道主体工程施工完成
◎2023年6月30日 开始全线铺轨
◎2023年9月21日 正线铺轨贯通
◎2024年6月4日 全线牵引变电所受电成功
◎2024年6月28日 潍烟高铁静态验收启动
◎2024年9月13日 联调联试圆满完成
◎2024年10月21日 潍烟高铁通车

记者 白新鑫 王瑞超 李牧青 实习生 郑静雅 整理

潍烟高铁大事记

10月21日上午，潍烟高铁开通运营活动在烟台莱州站举行。9点28分，首发列车G9227次从莱州站正式发车。这标
志着潍烟高铁正式开通，结束了烟台莱州、招远等地不通客运列车的历史，烟台进入全域高铁时代；与此同时，随着潍潍
烟高铁首班车成功发运，山东高铁运营里程突破3000公里。

首发列车上，洒满了高铁建设者与乘客的欢笑与热泪，背后浮现出一段段激动人心的故事……

潍烟高铁开通当日，莱州市民王女士(右)带着80岁的母亲到莱州站“打卡”乘车。

书法家在车厢内挥毫泼墨。

A04-A05 2024年10月22日 星期二

1100月月2211日日，，潍潍烟烟高高铁铁全全线线通通车车，，上上午午
99点点2288分分，，潍潍烟烟高高铁铁首首发发车车GG99222277次次从从莱莱

州州发发车车。。这这是是发发车车前前，，莱莱州州站站前前乘乘务务员员引引

导导乘乘客客上上车车。。

AA0044--AA0055版版摄摄影影：：记记者者 张张中中 吕吕奇奇 于于洋洋

列车驶入烟台站，乘客下车后与列车合影。


	A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