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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铁路局经历了铁路大提速的全过程，4次大提速
过后，郑州车站每天接发列车的数量一次又一次刷新。

铁道部确定，在第5次大提速中，经由郑州往返于西安至北
京西之间有6对客车不再经由郑州，改由洛阳、月山、新乡间运
行。这样一来，这6对客车一是要增加途中停点，增加旅行时
间，还会影响煤炭运输。

2003年12月15日，郑州局向铁道部建议恢复郑州铁路枢
纽中心“西北环线”功能，让6对客车走“西北环线”，既能保持其
运行时间不变，又不影响煤炭运输任务的完成。铁道部同意并
要求必须在2004年4月18日前拉通“西北环线”并投入使用。

郑州“西北环线”是1964年建成的铁路枢纽配套工程，
连接京广线的东双桥站和陇海线的铁路车站，全长5.1公里。诸
多因素的影响，“西北环线”建成50年没有投入运营，大部分线路
连路基都在风雨中化为乌有，而且还被周边居民长期占用。

一周设计好施工图纸后，便进入实战阶段。铺钢轨、
卸道砟……徐宜发说，记得当时大年初一，施工现场还是
一片繁忙景象。2004年3月2日，这条关系第5次大提速
能否通客车的“西北环线”建成投入使用。

2004年4月18日，中国铁路全面实施第5次大提速战
略。郑州铁路局当时管辖的京广、陇海、京九三大干线，提
速改造累计长达1707公里，列车运行时间压缩152分钟。
开行旅客列车增加23对，运输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车型：从蒸汽机车到内燃机车 从电力机车再到高铁动车
线路：从“十”字通道到“米”字形高铁网……

郑州见证中国铁路发展“大提速”
“郑州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

现代郑州的崛起缘于铁路的兴建。改
革开放40年郑州的发展巨变，也离不
开铁路事业的快速发展与带动。

“我经历了蒸汽机车、内燃机车、
电力机车和高铁动车组时代，亲历了
铁路的6次大提速。”说起中国铁路发
展和郑州与铁路有关的事情，已退休
近9年的郑州铁路局原局长徐宜发感
慨万千，“从火车头的变化，我感受到
中国铁路发展的日新月异，看到‘复兴
号’动车组时速高达350公里，一种
发自肺腑的自豪感油然升起。”

如今，高铁让郑州的“朋友圈”越
来越大。郑州不仅是陇海、京广两大
铁路大动脉的交会处，以郑州为中心
的“米”字形高铁网正在逐步形成。“3
小时经济圈”覆盖北京、西安、武汉、合
肥、济南等30多个城市。

徐宜发骄傲地说，虽然已进入高
铁时代，但人们不会忘记，在中国历史
上，还有一场长达10年之久、轰轰烈
烈的铁路6次大提速。徐宜发是6次
大提速的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者，
“现在回想起6次大提速中的点点滴
滴，难忘又幸福。”
记者 鲁燕/文 周甬/图

■综述

郑州，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
现代郑州的崛起缘于铁路的兴建。
1885年中法战争后，清政府着手修建

卢汉铁路（从卢沟桥经河南到汉口）。张
之洞“择黄河上游滩窄岸坚经流不改之
处，作桥以渡河”，桥址建议选在“邙山头”。

这一选址成为郑州这座古老商都再度
复兴的契机。1906年，卢汉铁路通车，郑州
成为车站。

无独有偶。地理位置的得天独厚使郑
州在汴洛铁路修建时也同样受到青睐。
1905年动工、1908年竣工的这条铁路选择
以郑州为中心，向东西延伸。

两条铁路构筑了中国铁路史上第一个
“黄金十字架”，郑州一跃成为我国铁路第一
大枢纽。随后，郑州的发展一路猛进。

解放后，郑州火车站的运量和运能状
况无法满足需求。1952年，毛泽东视察郑
州时指示，要把郑州车站建成远东最大、最
完善的客运大站。从 1955年开始，国家进
行为期30年的郑州铁路枢纽建设。

1954年河南省会由开封迁至郑州，郑州
发展全面提速。

1989年，郑州北站成为我国铁路首个综合
自动化编组站，也是亚洲最大的铁路编组站。

1999年，郑州火车站改建工程完工，该
站成为我国第二大铁路客运站。

2002年，郑州铁路东站成为全国最大的
零担货物中转站和亚欧大陆桥最大的集装
箱集散地，也是全国最大的内陆一类口岸。

郑州作为全国重要铁路枢纽的地位空
前强化，获得了中国铁路“心脏”的美誉。

中原之星：
郑州至武昌“网红”列车趟趟爆满

20世纪90年代，多个铁路局的动车组相继亮相，成
为业内热点。历史进入千禧之年，郑州铁路局与科研部
门和生产厂家联合研制开发动力分散型“中原之星”动
车组，2001年9月21日在株洲电力机车工厂竣工落成。

2001年 11月 18日，“中原之星”在郑州至武昌间投
入运营，浅蓝色车体，红色飘带，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
成为中原大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当时的旅客点名排队购买乘坐“中原之星”的车票，
列车定员 548人的“中原之星”趟趟爆满。2002年 9月，
“中原之星”扩编成14辆，载客能力翻了一番还多。

长江后浪推前浪。到2006年5月，“中原之星”投入
运营历时 5年多运行 200多万公里，而后被新型列车所
替代退出了人们的视线。

“中原之星”在历史长河中的时间是短暂的，它生命的
价值是用自己的身躯锻炼了一支专业队伍。今天，“中原之
星”固然已经远离我们而去，它依然在人们的记忆里闪亮。

和谐号动车：
跑出铁路线上的最高速

2006年底，我国铁路第六次大提速进入“倒计时”，
和谐号动车组开进郑州局。“我第一次登上和谐号坐在
驾驶室，仔细打量它的操纵系统，底气十足地驾驶着和
谐号。”徐宜发说，从那时起他经常找时间跟着“和谐
号”上线“练兵”，并熟练掌握了和谐号动车组列车的驾
驶技术。

郑州铁路局经历了一次次技术改造，线路设备质量
有了很大提高，局管内的陇海、京广线部分区段运营时
速已达200公里和250公里。第6次大提速确定许昌至
小商桥间，运行时速为250公里。

2007年 4月 4日全国铁路第 6次大提速在即，铁路
局安排用和谐号动车组在提速区段进行实战演练。徐
宜发又驾驶“和谐号”从郑州站出发，一路按线路允许速
度全速运行，200公里、220公里、240公里、254公里……
火车跑出了既有线上的最高速。

■逐梦

谈到火车司机的头衔，徐宜发小心翼翼地
将收藏在柜子里的机车驾驶证拿出来给记者
看。机车驾驶证看上去和汽车驾驶证“长相”差
不多，但上面的日期足以说明这本机车驾驶证
的年限，最近一次发证日期是2000年1月1日。

徐宜发说，他在铁路上一干就是41年，在
火车司机岗位上的时间也只有10年零7个月，
但他始终觉得“从事的工作还是和火车头有着
密切关系，开火车的本事时刻不能丢。”正因为
如此，每次更换新机型，他都要认真学习技术资
料，掌握其性能和原理。

1965年盛夏，16岁的徐宜发考入郑州铁路
机车司机学校（现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校），学
习蒸汽机车专业。1968年，他学成被分配到武

汉江岸机务段。
50年前，我国铁路列车牵引动力全是蒸汽

机车，所用的是20世纪30年代原苏联生产的
“FD”型蒸汽机车。这种机型个子大、拉得多，一
趟车下来少说也得“吃”上10多吨煤，遇到刮风
下雨烧煤更多。徐宜发刚到车上，是名“司炉”，
说白了就是往炉子里填煤烧火。

刚到江岸机务段那年冬天的一个夜晚，他
们从信阳开车时将近晚上10点。信阳—广水
是上大坡区段，使用双机牵引，拉 3100多吨。
司机王师傅对他说，前面就是柳林车站，出柳林
一直到武胜关都是大上坡，要盯住烧，不然这车
是过不去的。

由于坡道逐渐增大，车速越来越低，火车头

吃力地喘着汽，炉床在跳动。“我不顾满脸的汗
水，一直弯着腰不停地往炉子里投煤，生怕烧不
好火供不上汽。”

过李家寨、驶出鸡公山、爬上武胜关，终于到
了坡顶开始转入下坡。从柳林到武胜关足足跑
了40分钟，他不知道向炉子里投了多少煤，也不
知道流了多少汗，“只知道我的腰整整弯了40分
钟。车爬到坡顶，当副司机胡师傅接过我手中的
铁锹换我的时候，我的腰都直不起来了。”

东方泛起鱼肚白，车到江岸机务段已是早晨
7点多钟，一算，那一夜他们俩烧了14吨煤。

就这样，徐宜发在蒸汽机车上干了 6年。
不知道有多少年轻小伙儿吃不了苦半路改行，
但他坚持下来了，并且登上火车司机的“宝座”。

1973年春天，徐宜发工作变动从武汉来
到郑州机务段，还是干老本行“跑车”。第二
年夏天，他们换用内燃机车牵引的旅客列车。

1976年深秋的一天，他和副司机赵振强
驾驶的“东风3”型内燃0034号机车，牵引着9
次特快列车从郑州出发，一路驶过洛阳。突
然，操纵台上亮起了“接地”红灯，他知道“摊
上事儿了”，一组牵引电机短路了。

按照内燃机车故障处理规则，他让赵

振强迅速到机械间“切除”故障电机，列车
“带病”维持运行。然而，列车刚过磁涧车
站，又有一组电机烧损，“心里一直在嘀
咕，咋能躲过这一劫。”徐宜发说，这种机
车是我国第一代内燃机车，质量很不稳定，
几乎每天都有车在路上“趴窝”，运行途中
他也遇到过几次险情，但都被排除了。

徐宜发说，这种机车共有 6台牵引电
机，分成 3组安装在车轴上。如果运行中其

中一组发生故障，技术规程上允许“切除”
一组，即关闭两台电机维持运行到目的地
再做处理。当两组电机也就是 4台电机故
障不能工作，必须等待“救援”把车拉回机
务段修理。

徐宜发有一股犟劲儿，技术上从不服
输。列车进站停稳，他立即拿着工具钻到车
下，几分钟后，故障排除。他们又驾驶列车用
两组4台电机把车安全拉到三门峡西站。

2004年6月22日铁道部电报通知，安排8
月天梭号电力机车在郑州铁路局做性能试
验，要求郑州铁路局做好试验前的准备，确保
试验安全。

2004年 8月 10日一大早，徐宜发他们来
到郑州车站。天梭号机车连挂着测试车整装
待发。“从外观看，天梭号已改变了传统模样，
头部呈圆弧形，车体增加了一些新型的减震

装置，制动系统由闸瓦改为轮盘制动……”
参加试验的司机杨东知道徐宜发也当过

司机，立刻起身让座。
8点31分，出站信号变为绿灯，发车条件

已经具备，已坐进驾驶室的徐宜发缓缓向前
推动操纵手柄，试验列车启动。

他注视着面前各仪表的显示状况。运行
前方的线路情况，通过摄像机传输到后面试

验测试车上，有线高音电话不断传递着试验
信息……

9点 10分，天梭号试验列车以时速 160
公里的速度通过许昌站，进入高速试验区
段，各种设备状态良好，仪表显示正常。“凭
我的感觉天梭号机车运行平稳性能很好，
时速 180 公里运行中也感觉不出明显晃
动。”徐宜发说。

蒸汽机车“司炉”：那一夜，往炉子里填了14吨煤

内燃机车司机：驾着第一代国产车“蹚路子”

电力机车时代：种好铁道部交给的“试验田”

如今，郑州这片古老的中原大地正投身国家中心城市
的快速建设中。作为全国重要的铁路、航空、高速公路、电
力、邮政电信主枢纽城市，中部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郑州
是全国唯一拥有“米”字形高铁交通网络的城市。

据 2017年 8月 17日公开报道，从郑州乘坐高铁已直
达24个省会城市，未来郑州坐高铁将直达更多城市。

郑州开始从“四通”向“八达”发展，带动河南从“九省
通衢”迈向“九州通衢”。“四铁联运”不仅把航空港实验区、
郑洛新自创区、河南自贸试验区等多个国家战略连接起
来，还大力推动了“一带一路”建设，奠定郑州成为亚欧通
道上重要的节点城市。

“米”字形高铁网建成后，从郑州出发，半小时可到濮
阳、1小时到济南、2小时到太原、3小时到青岛、4小时到重
庆……高铁时代，让“一日千里”变成现实，四通八达的交
通优势将为河南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谈起郑州和铁路发展的未来，徐宜发说：“郑州的发
展日新月异，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目标必将实现。‘米’字
形高铁网的建成，也会为郑州这个枢纽中心发挥更大的
作用，使郑州成为信息、科技、物流、人才的集聚中心和中
西部发展的新高地，每一天都令人期待！”

■瞻望

“米”字形高铁网：
带动郑州跑向发展新高地

■铁路大提速的难忘记忆

2006年春运结束后，铁道部确定2007年4月18日，中
国铁路实施第6次大提速。这次大提速的一大亮点，要开
行时速200公里以上的动车组列车，京广线部分线路时速
要达到250公里。

郑州铁路局又是提速中的重头戏。陇海线郑州至张阁
庄间215公里线路和京广线郑州至小商桥间的部分区段，
运行时速要达到200公里和250公里。

2006年6月18日，陇海线郑州至徐州间电气化改造工
程完工，11月3日，铁道部要求郑州局在2007年1月10日
前，必须将郑州至张阁庄间215公里线路上的26万根水泥
轨枕全部更换，确保第6次大提速顺利实施。

郑州铁路局每年换枕约5万根，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更
换26万根轨枕，相当于全局5年的工作量，任务是何等艰巨！

决战陇海线，3家轨枕厂立下“军令状”，按日历进度每天
必须提供7000根轨枕。同时，组织5个工务段集中优势兵力，
投入“陇海大会战”刻不容缓，分秒必争。

2006年11月17日，3000多名劳动大军上阵。一排排
钢轨被架空，现场气氛异常热烈。当年12月28日下午2
点30分，“大会战”告捷，3000多名劳动大军顶风冒雪完成
26万根轨枕更换任务，列车通过趟趟安全正点。

2007年4月18日，和谐号动车组列车加入中国铁路第
6次大提速，郑州至上海、汉口开行了时速200公里和250
公里的动车组列车。郑州至北京的和谐号动车组列车，全
程运行5小时40分，大大缩短了两地间的时空距离。

决战“陇海”：42天更换26万根轨枕

修复环线：为铁路提速减压

“中原之星”动车组

2015年6月26日，郑焦城铁开通

20世纪80年代郑州火车站服务亭

20世纪80年代郑州火车站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