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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征集老照片
1949 年至 2002 年的郑州老照片，投

稿见报即可获取价值50元的礼品。
所有见报照片将评选出一等奖1名、

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以及幸运奖 10

名，分别奖励价值 1000 元、500 元、300 元
及100元的奖品。

2.有奖问答
本报将从老照片中挑选图片，设置有奖

问答题，并提供精美礼品进行奖励和抽奖。

3.专题故事、散文、诗歌征集
《光阴的故事》还将制作一批精良的

怀旧专题，征集专题故事、诗歌、散文等。

栏目内容征集电话：
0371-67655293 15803831673
征集邮箱:zzwb06@163.com
栏目商家合作电话：
18638929923 马先生

四座黄河桥讲述百年郑州铁路
平汉铁路黄河大桥最洋气，由比利时人修建，是“中国铁路桥梁之母”

郑新黄河大桥创造四项“世界之最”
习大大都点过赞

郑焦城际铁路将在年底通车，届时从郑州到焦作只需半个小时
郑州人对铁路，可谓情深意长。
1904年3月，北邻滔滔黄河、南依巍巍嵩山的中原重镇郑县，鸣响了自古以来的第一声火车汽笛，卢汉铁路正式建成通车。仿佛一夜
之间，郑县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郑州人的生活便与铁路息息相关。
今天的“光阴的故事”带读者寻访郑州历史上四座黄河铁路桥，不仅见证郑州近百年来的发展史，更是寻找一段温暖的记忆。因为，铁
路在郑州人的心中，不仅是过去的荣耀，更是通往未来的便捷和高速。郑州晚报记者 孙娟 董艳竹/文 张翼飞 周甬/图

郑州市辖内的黄河南岸，历史上建了4座铁路大桥，创下黄河
铁路桥梁的4项“第一”：

1906年，由比利时投资建造并通车的平汉铁路郑州黄河大桥
（1987年被拆除），是黄河上修建的第一座铁路桥，被称为“中国铁
路桥梁之母”；

1960年，通车的京广铁路郑州黄河大桥，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
在黄河上自主建造的第一座双线铁路桥，2014年5月16日停用；

2012年12月，随着京广高铁的开通而投入运营的郑新黄河大
桥，是黄河上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

2014年5月15日启用的郑焦城际铁路黄河大桥，则是目前黄
河上第一座、也是唯一一座四线铁路特大桥。

一座座桥跨越水面之上，不单是时代的烙印，更是城市区域经
济发展的精彩注脚，黄河铁路大桥的历史更迭，再次巩固了河南铁
路的枢纽地位和心脏作用，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据史料记载，黄河铁路新桥（也叫京广
铁路郑州黄河大桥）1960 年通车后，年年都
要抛石护墩，这不仅使每年的河工费用都要
超支 5 万余两白银，还使河务官员担心阻塞
河道，危及河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建黄河铁路
大桥的事被提上日程。1957 年铁道部决定
修建新桥，纳入国家“二五”计划付诸实施。
新大桥位于旧桥下游，南岸距旧桥375米，北
岸距旧桥500米，为铁路双线专用桥。

1958年5月14日开工，1960年4月20日
竣工通车。新桥全长为 2899.54 米，当时设

计最高时速80公里，自2001年6月19日晚6
时起对通过郑州黄河桥的货车限速每小时
55公里，形成了京广线上一个长期限速点。

新桥是新中国修建的第一座黄河铁路
大桥。正式通车那天，参与修桥的施工者激
动得哭了起来，他们说：“在铁路干桥务工作
一辈子，就盼着能有一座新桥树起来，今天
亲眼目睹了黄河新桥的雄姿啊！”

2014 年 5 月 16 日，服役 54 年的京广线
郑州黄河铁路大桥光荣完成历史使命，正式
停用并退役。同日，位于该桥下游 110 米处
的郑焦城际黄河大桥正式启用。

郑焦城际铁路黄河大桥是郑焦城际铁
路和改建京广铁路跨越黄河的共用四线铁路
特大桥，大桥全长2200米，于2010年10月15
日开工建设，是黄河上第一座也是目前唯一的
四线铁路特大型桥梁。2014年5月16日，黄河
上的首座四线铁路大桥正式启用。

桥上有两条线是给郑焦城际铁路预留

的，设计时速250公里。
该桥是黄河流域第30座、河南境内第15

座黄河大桥，是黄河上第一座也是目前唯一
一座四线铁路桥梁。

根据计划，郑焦城际铁路将在今年年底
建成通车，届时从郑州到焦作只需半个小
时。河南，将由此进入城际铁路时代。

京广铁路郑州黄河大桥

郑新黄河大桥
（2012年至今）

大桥多项“世界之最”，获习近平点赞

郑焦城际铁路黄河大桥
（2014年5月16日至今）

郑州黄河铁路大桥
（1906年~1987年）

郑州历史上的4座黄河铁路大桥

黄河桥桥址勘察工作历经四年
在黄河风景名胜区内，“中国黄河

第一铁路桥遗址”前的铁牌上写着：中
国黄河第一座铁路大桥，兴建于1903年
9 月，1906 年 4 月通车。工程造价库平
银265万两。桥长3015米，102孔，是中
国第一座横跨黄河南北的钢体结构铁
路大桥。1958 年新建京广铁路黄河大
桥。为防止老桥阻水，以利防洪，1987
年 7 月拆除老桥上部钢梁，保存南端 5
孔160米，立碑勒铭，永志纪念。”

说起大桥的修建，历经不少坎坷。
100 多年前，为了贯通京汉铁路，清

政府开始兴建黄河铁路大桥，由于缺乏

建桥经验，便把项目包给国外的承包商。
比利时人沙多历经4年才结束桥址

勘察工作，经张之洞拍板，大桥选址定
在郑州北邙山脉尽头，就是郑州人常说
的“邙山头”附近，距黄河河槽约3公里，
此处最大的特点就是“滩窄岸坚”。

桥址虽确定，但直到1903年大桥才
开工，因为有关此处该不该建桥的争议
一直都在。为慎重起见，清政府后又聘
请德国人锡乐巴、美国人李治、法国人道
理怀、意大利人海沙等工程师先后到现场
反复勘察，最终得到了他们的一致赞同，
慈禧这才批准继续进行桥梁工程的动工。

毛主席评价加固工程：“黄河大桥谢谢你们”
1903年正式开工时，由于郑州物资

匮乏，建桥所需的钢铁、机械都是在汉
口用马车、牛车和人力辗转运到工地，
施工艰难可见一斑。

历经千难，1906年4月7日，随着京
汉铁路线的开通，黄河铁路大桥迎来了
火车的鸣笛声。大桥开通时行车时速
初为10公里，以后提高到15公里。

黄河铁路大桥扼祖国南北铁路交
通的要冲，自建成后便成为军事重要。
到1948年郑州解放时，黄河铁路大桥已
严重变形，只能通小型机车，时速由最
初通车时的15公里限制到5公里。

1949 年到 1952 年，千疮百孔的黄
河大桥历经了 5 次加固，运输能力提高
了36倍。1952年10月31日清晨，毛泽东
主席乘坐专列来到郑州，视察黄河铁路大

桥时高度评价了加固工程，并对工作人员
幽默地说：“黄河大桥谢谢你们。”

然而，灾难一直未曾远离。1958年
7 月 17 日上午，黄河水开始暴涨，水位
超过有记录的1933年的历史最高水位，
11 号桥墩倒塌，相连的第 10、11 两孔钢
梁遂跌入河中。至此，贯通我国南北的
京广铁路运输大动脉被迫中断。

当时，周恩来总理正在上海开会，
得知郑州黄河铁路大桥的险情后，立即
在18日下午乘专机飞抵郑州。晚上，周
总理在手电灯光的照射下，实地察看郑州
黄河铁路大桥的断桥具体情况。当天晚
上，下着雨，周总理又参加了群众会议。

会议形成了黄河大桥的抢修方案，
一场抢修黄河铁路大桥的惊心动魄的
战斗打响了。

同工人一起，周总理亲自在窗口排队取饭

为尽快抢修大桥，北京、天津、广
州、西安、武汉、济南等城市调运来大量
的物资。工地急需26名起重工和20名
电焊工，给郑州、开封两市提出后，不到
6 个小时电焊工、起重工都带着工具赶
到了工地。郑州市的 18 个工厂停止正
在进行的生产任务，为大桥赶制螺栓铆
钉和配件。7 月 18 日至 28 日，全国 9 个
省 14 个市运到大桥南北岸的物资器材
多达430列货车。

抢修人员在狭窄的桥面上，迎着巨
浪滚滚的激流，冒着暴风雨，最终于
1958年8月1日22点35分，全部铺好桥
上的钢轨。8 月 2 日上午，郑州黄河铁
路大桥再次正式通车。

大桥恢复通车后，周总理心系黄河
铁路大桥。8 月 5 日上午，黄河铁路大

桥的上空，一架银白色总理专机盘旋了
一周，这是半个多月来，周总理第二次
来到大桥抢修施工现场。

在当天下午举行的对抢修大桥人员
进行慰问的群众大会上，周总理登上主席
台，对所有施工人员表示赞扬。

会议就餐时，工作人员本来为周
总理和陪同领导单独安排了就餐的餐
桌，但被拒绝，周总理坚持同职工一
起，亲自在取饭窗口排队取饭，并要交
付饭钱。当食堂人员说明抢修工地人
员吃饭都不收饭钱时，总理说：“不收
抢修人员的饭钱可以，但我是要付饭
钱的。”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郑州黄河
铁路新复线大桥最终于 1960 年 4 月 25
日建成通车。

2012 年 12 月 26 日，跨越黄河天堑的另
一座大桥郑新黄河大桥（原名郑州黄河公铁
两用桥）投入使用，该桥全长 24.277 公里，
公铁合建部分全长 9.177 公里。它是郑州
至新乡 G107 复线工程及京广高铁跨越黄
河的共用特大桥梁，是世界设计标准最高
的公铁两用桥，也是目前黄河上最大规模
的公铁两用桥。

郑州黄河公铁两用桥采用了铁路在下、
公路在上的公铁合建设计理念，上层设双向
六车道一级公路，设计时速 100 公里，两侧
设 4 米宽慢车道；下层设双线铁路客运专
线，设计时速 350 公里。这样，下面跑火车，
上面跑汽车，互不干涉。

该座大桥创造了四项“世界之最”：一是
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长的公铁合建桥梁；二是
桥上火车时速达 350 公里，创下世界特大型
桥梁通行速度的新纪录；三是钢梁结构在世
界桥梁建设中系最先采用；四是运用了“多
点同步顶推”技术，在顶推最大跨度、总长度
和总重量方面均创“世界之最”。

2009年4月2日，郑州黄河公铁两用大
桥建设期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河
南省考察，专程到郑州黄河公铁两用大桥建设
工地视察。他强调，要珍惜难得的历史发展机
遇，加快铁路建设步伐，在应对金融危机、全面
推进小康社会建设中作出历史性的贡献。

从主桥施工栈桥上下车后，习近平边走
边看，当得知大桥在设计上和施工中，大量
采用了我国乃至世界当今领先的新技术、新
工艺、新材料和新方法，拥有诸多的“第一”
和“之最”时，习近平连连称赞。

郑新黄河大桥的启用，使京广高铁在
2012 年 12 月 26 日顺利通车，加上之前通车
的郑西高铁，使郑州既拥有京广铁路、陇海
铁路（新欧亚大陆桥）两大铁路大动脉，又成
为京港高铁、徐兰高铁两大时速 350 公里及
以上高铁交通大动脉的交会点，成为中国铁
路的心脏。

如今，从郑州出发，2.5小时到北京，2小
时到西安、武汉、长沙等周边省会城市。

京广铁路郑州黄河大桥
（1960年~2014年5月）

新中国修建的第一座黄河铁路大桥

黄河上首座四线铁路特大桥，河南进入“城际铁路时代”修复破损的郑州黄河铁路大桥

郑新黄河铁路大桥创造多个“世界第一” 郑焦城际铁路黄河大桥已经正式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