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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0月21日 全
路第四次大提速，新旧列车
运行图平稳过渡。

2001年11月“中原之
星”电动车组在郑州、武昌
两站举行首发式。

2001年12月 成立“郑
州铁路局客运公司”。

2002年3月 宝丰机务
段建设型 8077 号蒸汽机车正式“退
役”。至此，郑州局近百年蒸汽机车历
史宣告结束，实现了机车牵引内燃、电
气化。

2002年9月 扩编改造后的“中原
之星”重新开行。新编组 14 辆，定员
1398人，在全路动车组中，其编组数和
载客量均居第一。

2003年 11月 团中央第一书记
周强在郑州检查郑州局团的工作，认
为郑州局团的工作扎实，成绩显著，在
全国有很高的知名度。

2004年1月21日（大年三十）国
务院总理温家宝专程到亚洲第一编组
场——郑州北站，看望慰问节日期间
坚守在运输生产一线的铁路工人。

2004年4月18日 铁路第五次大
提速第一天，新旧运行图实现安全、平
稳、有序交替。

2004年12月1日～3日 全国铁
路运输安全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

2007年4月18日 全国铁路进行
第六次提速调图，“和谐号”动车组开
始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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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万 西出口配
套设施建成后，郑州火车站
日发送乘客量

30分钟 有了西
出站口，郑州西南城区居
民节约的路程

36000辆 郑州
北站日均作业量，已跃居
世界领先水平

范庆兰
客运值

班员，在郑
州 火 车 站
50 米 长 的
站台上，走
了十多年。

讲
述
人

刘世
郑州北站调

度中心主任

火车站，百年风雨路
范庆兰，客运值班员，46岁，在郑州火车站50米长的站

台上走了十多年。从大风一刮起风沙的“洋灰”地面，走到
烧制的彩陶砖面，一直走到今天光亮结实的花岗岩地面。
郑州火车站，也从2000年的4万客运量，发展到了今天的8
万。范庆兰听不到1904年卢汉铁路开通从郑县站发出的第
一声汽笛，但是她却感受到了汽笛所唤醒的沉睡千年的古
老商都百年的巨变。

从简陋转向现代化
“我 1993年刚到站上时，在 4号检票口当检票员，那时

郑州站还只有两个候车厅，一个是京广候车厅，一个是陇海
候车厅。”范庆兰的记忆中，那候车厅是简陋阴暗，里面码放
着破旧的长条凳，一到春运，候车的旅客拥挤在站外临时搭
建的大棚里，旅客编了顺口溜，描述了当时郑州站的简陋，

“外面大雨，里面小雨；外面小雨，里面大雨；外面不下，里面
嘀嗒……”

尚书亭，郑州站站长，复述这句顺口溜时也在笑，不过
他告诉记者：“当全国其他火车站还在以整点计时发车时，
郑州站的列车到发时间已经精确到了时、分。”

其实范庆兰到站工作的时候，正是郑州火车站大兴土
木扩建之时，从1988年开始，远不能满足需求的郑州站开始
了为期 12年的扩建之路。到 1999年 12月 28日，郑州的标
志性建筑之一主站房投用，郑州火车站达到现有的规模，也
开启了新世纪的序幕。

这十年来，郑州火车站没有进行大的土木工程，却没有
停止内部的逐步改造：无柱风雨棚将郑州火车站一下从旧

世纪的阴暗送进了新世纪的现代化里，旅客从高架候车厅
下站台，也有了扶梯，拉着行李再也不用一阶一阶小心迈下
那几十级台阶了……

西出口提升两成运能
作为一个大量人群聚集和散去的要地，如何快速疏散

旅客和让旅客快速进站，一直是火车站的一大课题，单面出
站一直是老式火车站的通用模式，不过这一模式已经在全
国的新火车站建设上被颠覆。“郑州火车站西出口就是打通
了股道另一侧的疏散渠道，现在国内新火车站基本上都采
取了两面出口的模式。”

郑州火车站西站房已经在 2010年春运中正式投用，配
备了 30个售票窗口和 10个自助售票机。虽然西出口外的
京广路仍在扩建，地下的地铁设施还在施工，但是西站房和
西出口的未来在尚书亭的心里已经非常明晰，“等西出口外
的市政施工结束，公交、停车场等设施到位，火车站东广场
再也不会有现在的人流，相信将有一半甚至更多的人从西
站房进出火车站。”

据铁路部门预计，全部配套完成以后，郑州站的日发送
量也将由原来的 7万人提升到 8.5万人左右，提升 20%左
右。对郑州西部、南部城区乘坐火车的居民来说至少节约
30分钟的路程，也会极大缓解火车站周边市政交通的压力。

1904年建成的郑县站，位置就在当今1站台南侧，围绕
着火车站也发展起来如今繁华的大都市郑州，到今天，郑州
站已经找不到100年前的痕迹，而郑州人却永远不能忘记它
的历史。 晚报记者 辛晓青/文 晚报首席记者 贾俊生/图

郑州北站是亚洲作业量最大的列车编组站，它连接华
北、华东、华南、西北和西南铁路，是我国铁路交通的重要枢
纽。从一名普通的计算机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到北站的技
术人员，再一步步成长为郑州北站调度中心主任，昨日，38
岁的刘世详细讲述了他眼中的北站十多年间发生的巨大变
迁。

从“北大荒”到现代化
1993年，刘世从郑州大学校区到郑州北站报到。如今

看起来不远的路程，当时他却用了1个多小时，一路上问了3
个人，才辗转找到了沙口路上的北站。“不到20年的时间，北
站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每一位干部职工对此都有很深的
感触。”

随后，刘世向记者讲述了站区近 10年来发生的重大
变化：有着 50多年历史的老编组站，“脏、乱、差”的站场
环境是困扰北站多年的痼疾，甚至一度被称为“北大
荒”。2008年以来，郑州铁路局投入巨资，开展了建站以
来最大规模的生产环境建设和环境整治。累计完成建设
拆迁 58000多平方米，新建落成郑州北运输指挥中心和下
行驼峰作业楼，倾力打造下行驼峰精品区，美化绿化面积
18000多平方米，北站人建设花园式编组站的夙愿变成了
现实。

如今的郑州北站，已经成为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现代化

编组站，从人工作业到计算机作业，郑州北站也实现了中国
铁路史上的一次崭新跨越！

如今，素有“亚洲第一峰”美誉的郑州北站下行驼峰采
用了全路最先进的TW-2自动控制系统，其中进路的自动排
列就是基于道岔集中联锁控制功能的实现。在车站行车设
备中，计算机联锁设备的上马，使信号员轻点鼠标就能完成
道岔转换、进路排列及信号开放。

成编组站建设“教科书”
从建站起仅有21条股道的小车场到站场规模在亚洲首

屈一指的大型编组站；从日均办理5900多辆到约36000辆，
作业量和解编效率跃居世界领先水平；从纯编组站到拥有9
个中间站，兼管干线运输的复合型车站……

在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郑州北站“双向纵列式三级
八场”的规模，成为编组站建设的“教科书”。

“郑州北站承担京广、陇海两大干线东、西、南、北4个方
向货物列车的解体、编组任务。站内共有道岔 898组，信号
机 828架，各种线路 228条，线路总长度约 454公里，其中站
线 151条，总长度约 390公里。”郑州北站负责人说，“截至
2008年，郑州北站年日均办理车数最高纪录为27107辆，单
日办理最高达 31722辆，远远超过 24000辆的设计能力，办
理量和解编效率跃居世界领先水平。”

晚报记者 裴蕾/文 晚报首席记者 贾俊生/图

亚洲最大编组站亚洲最大编组站———郑州北站园区改造完成。—郑州北站园区改造完成。 晚报首席记者晚报首席记者 贾俊生贾俊生 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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