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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一上来城市就大了
烟台铁路建设正在提速，两条铁路将解决发展瓶颈

许多外地人

以为烟台有动车

8日下午，在民盟、民进、农工
党的小组讨论会上，市政协委员张
培建讲了自己的亲身经历，说出了
很多委员的心声。“这几年跟北京
公司搞合作，经常出门，火车经常
坐，飞机也很多，后来大家共同认
识到烟台是最早的沿海开放城市，
海运很发达，空运在地级市中也走
在前列，就是这个铁路运输跟不
上，烟台在全国是经济发达地区，
现有的蓝烟线远远满足不了跑高
铁的要求。”

“青烟威荣城际铁路确实带来
一片光明，但是建得太慢了，从烟
台经济发展来看，铁路发展与之格
格不入。”张培建说，他孩子在美国
念书，有次送她从北京走，他坐火
车从北京回烟台，走到半道，孩子
打电话说已经到了美国，才11个半

小时。
“在大家伙心目中，都觉得烟

台有动车。有一次北京的朋友跟我
说：你回家不是有动车吗？5个小时
足够了吧？我说能到青岛，最多到
潍坊再坐汽车，很慢！”张培建说，
铁路对烟台的经济和市民的心理
影响都很大。

两条新建铁路

引起对未来期盼

2012年，可以说是烟台的铁路建
设年，这一年铁路建设速度加快，
烟台市两条新建铁路青荣城铁和
龙烟铁路的进展颇受市民关注。

据了解，青烟威荣城际铁路去
年年底前路基基本成型，下步将进
一步加大资金筹措力度，加快建设
进度，确保2013年开始铺轨，年底
前基本完成，2014年具备开通条
件。

另外，龙烟铁路初步设计已获

得铁道部、省政府联合批复，目前
已进入开工建设准备阶段，争取
2013年2月份初步完成施工图审查
单位、三电迁改、招标等工作，春节
后开展拆迁工作。

2012年12月31日上午，龙烟铁
路建设动员大会在烟台港西港区
召开。会场上，烟台市委副书记、市
长王良说，龙烟铁路沿线的5个县
市区，需要加强协调配合，在测绘、
摸底、清点各方面，超前考虑，争取
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建设前的工
作。

铁路制约烟台

发展的问题将解决

“长期以来，制约烟台发展的
一个瓶颈就是铁路，从北京到郑州
跨省乘坐高铁3个多小时，从青岛
到济南3个多小时，但是从烟台到
济南，同在一个省走7个小时。”第
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烟台大学教授

王全杰说。
“不仅仅是人，物流也是，火车

是当今运输成本最低的，受气候影
响最小的，可是呢，烟台火车一直
没有跟上，20世纪50年代烟台才看
到冒烟的东西。”王全杰说，青岛修
好了胶济铁路，结果繁荣了一条
线。

在交通意义上，王全杰说铁路
是划时代的重量级的交通方式，青
烟威荣城际铁路沟通意义非常大，
首先解决了烟台的出口，对烟台的
本地交通和胶东半岛都有利：沟通
胶东半岛城市间的往来、促进胶东
半岛一体化。

对于烟台本身，能尽快提高烟
台城市化水平，使烟台城市整体增
值。“很多城市就是因为交通发达
才实现发展的跨越，历史上都是如
此，你看原来郑州不大，还没有开
封大，等到铁路一上来，成了中心，
郑州现在比开封大得多。石家庄这
个小村子怎么成了城市？也是因为
铁路的拉动！”

□本报记者 李大鹏 张琪
qlwbldp@vip. 163 .com

烟台缺什么？缺铁路！
两会之际，“铁路”再

次成为期间的热词，不论
是在代表、委员提交的建
议和提案中，还是在政府
工作报告中。青荣城际铁
路、龙烟铁路，烟台今后发
展的两条“大动脉”进展迅
速。可以想象，烟台离“火
车一响黄金万两”的时刻
不远了。

出烟台进烟台必经、也
是唯一的一条铁路，这就是
蓝烟线，今年是它为烟台城
市与百姓服务的第5 8个年
头。

据了解，蓝烟铁路自山
东省蓝村至烟台，全长183公
里，与胶济铁路相交于蓝村，
与桃威铁路相交于桃村。始
建于1954年，1956年正式通
车，同年7月1日交付运营。

2002年，总投资22亿元
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蓝村至
烟台铁路复线全线开通运
营，胶东半岛又多了一条大
通道。蓝烟复线的开通运营，
将运输通过能力由单线时的
29对，提高至现在复线时的
54对，年货物输送能力由原
来的1036万吨，提高至2420

万吨。
2008年12月26日蓝烟铁

路电气化改造开工建设，于
2010年8月23日送电通车。预
计，青烟威荣城际铁路建成
后，蓝烟铁路将逐步实现客
运货运分离，以货运为主。

本报记者 李大鹏 张琪

格相关新闻

蓝烟铁路至今

服务了烟台57年

6日上午，记者见到了原烟台
火车站党总支书记龙玉平。

龙玉平1953年在徐州投身铁
路工作，中间去过青岛，1972年时
来到烟台火车站工作，1995年正
式退休。

“我跑列车时，还是蒸汽机
车，烧煤炭的绿皮车。”龙玉平回
忆起自己短暂的列车员生涯时
说，从青岛跑北京要十四五个小
时，车门透风，冬冷夏热。

每次出车，他都要带两身衣
服，“小褂不长时间就湿了。”

最让他痛苦的是，一个车厢
为旅客准备4个痰盂，他要负责
倒、擦、洗。

回忆起1972年的烟台火车
站，龙玉平说就是“简陋”两字，

“吹着哨，打着灯给司机看，防止

出事故。不像现在都是对讲机。”
“只有去青岛、济南、浦口3趟

车，一共8个工作人员。”龙玉平说
火车站的办公地点是简陋平房，

“如今真是翻天覆地！”谈起如今
的大拱门火车站，他连声赞：“漂
亮！”

格格缺缺铁铁路路的的苦苦涩涩回回忆忆 格格无无限限广广阔阔的的未未来来前前景景

“运输很紧张，关键是苹果
运不出去，苹果问题最突出！”今
年83岁的原烟台火车站货运车间
党支部书记马振银感触颇深。

“各个县里运送苹果的马车排出
两三里长，就是装不上车。”

“想办法和济南铁路局联
系，调车来。”马振银说货运的车
辆既不固定、数量还少。

他记得有一次在福山区开
与苹果有关的会议，会上他保证
把苹果按时间运到全国各地，回
头一想根本不可能完成，“那时
候火车少，冬天还要运退伍老兵
和入伍的新兵。”

对于龙烟铁路通车，马振银

说将能进一步打通烟台与外界
的货物交流，“到时就不光是运
苹果的事了。”

本报记者 李大鹏 张琪

“那时最难的是苹果运不出去”

“从平房到大拱门，真是翻天覆地”

“缺条到内地的铁路，像烟台
的地理位置，和青岛唯一的差别
就是铁路问题。”烟台港档案馆馆
长刘文君称，青岛港对龙烟铁路
非常重视，曾专门研究对青岛港
的影响。

“现在的腹地逐渐往西移，西
边是山西的煤炭，最初这条铁路
是从德州到龙口，后来争取到烟
台。”刘文君称烟台港与腹地沟通
只能靠蓝烟线，运距过长。

铁路通车后，山西、陕西、内蒙
古西部煤炭将直接进入龙口和烟
台，“煤炭、石油、有色金属、矿石直
接下水”，刘文君称首先从距离上
拉近，再一个直接到达腹地通道。

“烟台港多少货物，以前最多

时压港1万多吨，有一年干脆没有
车皮，不够用，就是运不出去，西港
区投入那么大，铁路上不来，光靠
汽车运，能运多少？”刘文君说龙烟
铁路的建成能解决运力问题。

“现在修龙烟铁路确实是时
候，山东省比较难的在于交通薄
弱点，北部的东西沟通一直没有，
到德州和北京都要绕济南，济南
本来与我们走的路线毫不相干，
这条铁路加强了省北部的一条
线。”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烟台
大学教授王全杰说。

“整个山东省北部活了，首先
把烟台与黄河三角洲沟通了，搞
活了黄蓝经济区沟通、内陆和海
洋沟通。”

“港口运输方便多了，受益最
大的是莱州港。”王全杰说，由于
没有很好的铁路，莱州港是天然
良港、深水港，能够泊10万吨大
船，把莱州港沟通，能成为中国内
陆的出海口之一，实际上把烟台
港带动了。

“不利于哪个企业不要紧，有
利于整体企业的发展就好，同时
修通以后，从莱州港出货不用往
烟台和青岛跑了，对整个山东省
北部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拉
动。 本报记者 李大鹏 张琪

“龙烟铁路盘活整个山东北部”

“有了龙烟铁路，烟台港运货不愁了”

龙玉平
刘文君

马振银

王全杰

青荣城际铁路跨外夹河大桥的桥墩建设已基本完工。 记者 赵金阳 摄

记者 李大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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