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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首条万吨重载铁路建成通车

晋晋煤煤出出海海路路程程缩缩短短11550000公公里里
山东新增一条

晋煤外运出海通道

2014年12月30日，瓦日铁路
(原山西中南部铁路通道)正式
建成通车。瓦日铁路全长1260公
里，其中山东境内414公里，是世
界上第一条万吨重载铁路大通
道，同时也是山东省首条晋煤外
运出海运输通道，建成后年货运
能力达2亿吨。该线路由中国铁
路总公司和山西、河南、山东三
省政府以及中银集团、大唐煤
业、中国华电三家大型国有企业
共同出资修建。

瓦日铁路位于晋中南、豫北
和鲁中南地区，为横穿晋豫鲁三
省的一条东西向干线铁路，先后
穿越吕梁山、太岳山、太行山及
沂蒙山，西起山西省吕梁地区兴
县的瓦塘镇，横跨山西、河南和
山东三省13个地市、48个县区，
东至山东省日照市，线路正线长
度1216公里，全线投资概算总额
1058亿元。其中山东段从梁山将
军渡特大桥入境，经济宁、泰安、
莱芜、淄博、临沂、日照六个地
市，正线全长415 . 8公里，总投资
269亿元。截至2014年11月底，山
东段开工累计完成投资231 . 4亿
元，目前所有工程已通过验收，
已具备开通条件。

2009年12月，国家发改委批
复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2010
年6月，项目初步设计获得批复，
2010年9月开工建设。据了解，由
于该铁路跨越吕梁山、太岳山、
太行山、沂蒙山、华北平原、黄
河，全线地面最高程与最低点落
差1500多米，施工过程不是架桥
就是挖隧道。记者从相关部门获
悉，该线桥梁425座，隧道158座，
桥梁和隧道占全线总长度的
46 . 8%。

瓦日铁路通道是国家规划
的大能力运煤通道，是国家八横
四纵铁路网中的一条重要的运
输干线，是一条新的“西煤东运”
能源运输大动脉。对确保国家能
源运输安全，促进晋、豫、鲁三省
经济发展，落实国家中部山区和
沿海发展战略，加强沿海省份与
内陆省份联系，加快我省能源结
构调整，提高铁路沿线人民生产
生活水平和加快沿线地区经济
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晋中南地区煤炭出海

缩短1500公里

山西省是我国煤炭产量大
省，素有“煤海”之称。据统计，60
多年来，山西累计产煤130亿吨，
外调近100亿吨，供应全国28个
省份，总产量和外输量分别约占
全国的四分之一和80%。2012年，
山西省煤炭产量首次突破9亿
吨，达到9 . 13亿吨。2013年山西
省煤炭产量更是达到9 . 6亿吨，
其中外运量达到6 . 2亿吨，创历
史新高。

由于山西省被太行山阻隔，
晋煤外运曾是一大难题。到目
前，山西省煤炭外运已形成北、
中、南三个大通道。其中北线以
及中线，都是通过河北境内到达
渤海湾出海口，而南线一直以来
都没有铁路运输通道直达日照
港。据了解，北线基本上可以满
足运煤需求，但中线和南线两线
受空车不足、去向限制等原因，
运力一直制约着当地煤炭外运。

吕梁市是山西中南部的重
要产煤地区，由于运输条件限
制，吕梁煤炭外运不得不走山西
北通道挤到渤海湾下水出港，大
大增加了运费成本。中南铁路建
成后，便打通一条山西中南部的
晋煤外运大能力运输通道，通过
中南铁路直达日照港，将会比绕
道渤海湾缩短海陆运距离1500
公里，将大幅度节约当地煤炭外
运的成本。

中国煤炭经济研究会秘书
长赵家廉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山西省经过资源整合，煤
炭生产能力得到强化，瓦日的建
成不仅可以舒缓新增产能与运
输需求的矛盾，也将缓解山西省
公路运输拥堵现象。山西省经过
资源整合，煤炭生产能力得到强
化，中南铁路的建成不仅可以舒
缓新增产能与运输需求的矛盾，
也将缓解山西省公路运输拥堵
现象。

“一减一增”瓦日铁路

助推莱芜发展

瓦日铁路通道的建成通车，
不仅对确保国家能源供应和我
国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也能够密切山西、河南、山东三
省区域经济协作，加快沿线社会
经济发展。

莱芜市是一座地处鲁中地
区的重化工城市，是山东钢铁生
产和深加工的重要基地，钢铁年
产能达1800万吨，发电装机容量
200万千瓦以上，一直以来莱芜
煤炭使用都以公路运输为主。

“对于莱芜而言，该铁路通道的
建成将对莱芜经济发展带来巨
大促进作用。”莱芜市发改委铁
路办副主任郭永桂说。

瓦日铁路莱芜段总长58公
里，总投资约40亿元，设置有莱
芜北站和郭家沟综合货站两个
站。据测算，铁路的建成将使晋

煤入莱的距离缩短400公里。郭
永桂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铁路建
成通车后，煤炭运输成本每吨降
低88元，按照莱芜目前每年3500
万吨的晋煤需求量计算，每年可
为当地企业节约运费30 . 8亿元。

“该铁路的建成将降低能源
输入与产品输出的成本，可为当
地企业节约大量运输成本，提供
更大的利润空间，也将助推钢铁
能源企业的转型。”郭永桂表示，
未来莱芜将依托瓦日铁路以山
东煤炭物流配送基地为龙头，打
造山东煤炭交易配送物流中心，
以山钢物流中心为龙头，整合钢
铁经营交易大户，打造山东钢铁
交易配送物流中心。

瓦日铁路是以煤炭运输为
主，兼顾客运的铁路线，未来客
运正式通车后，还将进一步拉动
莱芜旅游业发展。据了解，该瓦
日铁路设计客车对数15对/日，
年旅客发送能力为80万人次，将
为莱芜带来新增旅客60万人次，
可年新增旅游收入近2亿元。

瓦日铁路将助推

日照港更进一步

2013年全年，日照港全年实
现吞吐量达3 . 1亿吨，排全国第
9、世界第12位。截至2014年11月
份，日照港吞吐量达到3 . 08亿
吨，12月达到3 . 3亿吨。

日照港共有两个港区，设计
年吞吐量为7 . 5亿吨，然而因原
有进港铁路线为“六五”期间设
计建设，货运能力仅为3000万吨
/年，早已不能满足日照港的发
展要求。目前，日照港每年进口
矿石1 . 3亿吨，但出口晋煤仅有
1000万吨,运输空载率一直较高，
这直接制约着日照港的进一步
发展。

“改建后万吨煤炭列车可直
接开进石臼港区，加上北侧既有
的新菏兖日铁路，日照港将成为
全国唯一一个拥有两条千公里
以上干线铁路直通港区的沿海
大港。”面对石臼港内新改造的
铁路线，日照港副董事长、副总
经理孔宪雷表示，这将大幅度拉
升日照港的吞吐量。

据孔宪雷介绍，为了使港区
内的原有铁路线符合新建铁路
线的运行能力要求，日照港对石
臼港区原有线路进行了扩建，配
套建设万吨列车专用线，以及新
的煤炭装卸泊位。

瓦日铁路带给日照港不仅
是吞吐量的直接拉升，据了解，
日照港将依托两条铁路运输线
的整体合力，进一步加强与铁路
沿线城市在能源、冶金企业的合
作。“我们将发挥矿、路、港、电协
同效应，拉长物流产业链，实现
大宗散货物运输‘门到门’服
务。”孔宪雷说。

2014年12月
3 0日，瓦日铁路
(原山西中南部铁
路通道)正式建成
通车，该线路设计
货运能力2亿吨/
年，相当于大秦铁
路(设计货运能力
4亿吨/年)一半运
力。通过该线将山
西中部煤炭运往
东部沿海港口，对
比一直以来的北
向通道，将缩短海
陆运距离约1500
公里。

新建成的瓦
日铁路不仅是晋
煤外运的一条新
通道，同时也是山
东省内第一条煤
炭运输铁路通道，
对加快我省能源
结构调整，提高铁
路沿线人民生产
生活水平和加快
沿线地区经济发
展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文/本报记者 沈振

片/本报记者 戴伟

山西中南部铁路跨莱城区一段。

山西中南部铁路进入日照石臼港区线路已完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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