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古老，最人性化的火车
许昌市三八路和文峰路交叉口东侧，一幢低矮的小砖房、破旧

的候车室也是小火车的“售票处”，在这世界上最不起眼的小火车站
里，小火车处处彰显着它独特的魅力。

高亢粗犷的汽笛、狭窄寸宽的铁轨、迟钝缓慢的速度、摇摇晃晃
的车厢，在坐惯了舒适大巴、豪华动车、快捷飞机的外地旅客眼中，
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惊奇、震惊、赞叹成了他们整个旅途中最常见的
表情。在这个偏远的铁路线上，还经常发现一些金发碧眼背着行囊
的老外身影，他们发出感叹：“几十年前就看不到的古董，居然还在
运行，在欧洲，这样的火车只有到博物馆里才能看到。这是火车中
的大熊猫啊。”

一位退休老职工说，当年修这个铁路的时候，钢轨全是从全国
各地调拨过来的。每个部件几乎都是文物，“光绪年间的铁轨、民国
年间的道岔，‘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电话、信号灯，整个铁路线上都
有”。简直是一个中国铁路博物馆。

乘坐小火车的乘客大部分是铁路沿线村庄的居民，或是进城购
物，或是走走亲戚，小火车已经成了沿线乡村老百姓往来的交通工
具。许郸小火车被人们誉为中国极具人性化的小火车，之所以说它
人性化，是因为这列客运小火车除正常的三节客运车厢和一节行李
车厢外，还根据乘客的需要，挂着一节敞篷车厢，可装运旅客携带的
自行车、摩托车以及马、牛、羊等，有客即停，无客就走。

小火车承载沿线居民的记忆和梦想
9月 6日，周口太康板桥火车站，王苗苗早早地来到车站，在她

儿时的记忆中，小火车是通往外界的唯一通道。
“爸爸在我6岁时带我们坐这个小火车去县城办事，那是我第一

次去县城，真的很繁华，但是火车的轨道依旧伸向远方。爸爸告诉
我，好好学习考上大学，你就可以坐着小火车去北京上海。为了这
个梦想我努力学习，是它延伸着我的梦想，把我带到了外面的世
界。”

王苗苗目前在许昌上班，没有什么急事时，都坐小火车回家。
“我喜欢坐小火车，不仅因为它票价便宜，更因为它承载着我太多童
年的记忆，几十年过去了，我每次看到它都感到无比的亲切。”

10月 18日，淮阳农民张治国把人力三轮车装上火车后抽上一
根烟，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他这次是去许昌收废品，需要把家里
闲置的人力三轮车带去，100多公里的路程骑着去许昌显然不现实，
汽车不给运，最好的选择就是乘小火车到许昌。一辆三轮车的票价
和人一样，连人带车30元就行了，这个价格出乎他的预料。“我们村
里人出行基本都坐小火车，算是几十年的习惯了，火车票价是汽车
的一半，以前咱这里交通不发达，出门干什么事情主要是坐小火车，
农民嘛，没啥急事，带点货物土特产什么的也图个方便、实惠”。

对于要拆除铁路的传言，他似乎有点不理解：“跑得好好的为啥
要拆，不方便不方便，还是不要拆的好，以后要是每天听不见火车的
叫唤心里还真不踏实哩。”

光荣地完成历史使命，将退出历史舞台
许郸铁路兴建于1966年，铁路轨距762毫米，西起禹州，经许昌

市向东延伸到周口郸城，营运里程165多公里，是我国运营里程最长
的一条地方铁路。由于它只相当于准轨铁路1435毫米的一半轨距，
俗称“小铁路”，小铁路上运行的火车也自然地有了“小火车”这个名
字。

许昌小火车运行了43年，运送乘客数以百万人次，运送货物数
以亿万吨，为当地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按河南地方铁路建设规划，运营了43年的小火车线路，要全部
改建成准轨铁路（标准轨距铁路）。据河南铁路局许昌分局的相关
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小铁路无论是客运还是货运，收入大幅度萎
缩，几乎不挣钱。面对公路交通网的不断完善，小铁路的存在已经
制约了地方铁路的发展，“拆除是必然的”。

对于目前社会和网络呼吁保留小火车并开发旅游一事，许昌市
旅游部门一名负责人称，小铁路作为地方特色，他们曾经专门研究
过旅游开发等问题，但许昌市对小铁路没有处置和决议权。小铁路
是保留还是拆除，河南地方铁路局许昌分局有生杀大权。

据介绍，去年以来，许昌市旅游部门曾多次和铁路部门接触，但
没得到明确回应。目前许周铁路许昌禹州段正在进行标准轨的线
路改造，窄轨铁路已经被拆除，其他路段也在规划设计拆除中，运行
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小火车将会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被人们所熟悉
的笛声也将成为最后的绝唱……

10月20日，工人们正在拆除太康县车站岔道。禹州至许昌段
的铁轨已经被拆除完毕，小火车不日将停止运行。

小火车行驶在豫东平原茂密的树林中，在淡淡的薄雾笼罩下，小火车司机途中
热情地向巡道工打招呼。

一中年男子把行李放置敞篷车厢后悠闲地点燃了一支烟。他对这种便捷又实惠的
旅行方式感到很惬意。

多年不见的硬纸板车票依旧被使用着，在收藏市场上它已成为炙手可热的收藏品。

小村口，乘务员帮助乘客把三轮车抬上车厢，小火车乘务
组的热情服务受到当地群众普遍好评。

小火车车厢内部几乎全是木头做成，狭窄的座位只能容纳一名孩子。

窄轨小火车：最后一段旅途
每天,轰鸣的小火车在许昌至周口郸城的165公里窄轨铁路上穿行，坐在这列小火车上，甚至可以露天饱览豫

东大平原的乡村美景。秋日午后温暖的阳光将小火车的影子印在了广袤的原野上，这一瞬间，人们仿佛穿越时空
从历史中缓缓走来。这是一列中国乃至世界上存世不多的窄轨客运小火车，它被外界誉为“原生态的工业革命的
活景观”、“活着的18世纪工业革命博物馆”。 晚报首席记者 贾俊生 文/图

小火车在历史建筑文峰塔旁缓缓驶过，它们都将成为历
史，一个被保护，一个前途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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