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中国铁路步入电子客票时代，中

国铁路昆明局集团的老铁路人孙昆育，一

方面为铁路事业的飞速发展骄傲，一方面

也有些感伤，“我收藏火车票 30 多年，以

后无票可藏了。”

走 进 孙 昆 育 的 收 藏 间 ，卡 片 式 火 车

票、代用票、站台票、月票……各式火车票

6 万余张、重达 50 公斤，连起来超过 1 公

里，这些火车票不仅是他个人记忆的载

体，也成为中国铁路营业里程突破 16 万

公里发展历程的见证。

1990 年，孙昆育在客运段工作，每天

接触大量旅客和车票。看到被旅客丢弃

在垃圾堆里的火车票，孙昆育心痛不已，

“一张火车票就是一段回忆。看着火车

票，我能想起去过这么多地方、服务过这

么多旅客，挺值得纪念的。”

孙昆育的父母也是因铁路结缘，孙昆

育说，“铁路修到哪，我们一家便搬到哪。”这

也让孙昆育对铁路、火车产生了特殊情感。

30 多年的火车票收藏从此开启。开

始时孙昆育见票就捡，时间长了，藏品多

了，孙昆育收藏的针对性越来越强。列车

每到一个车站，他都会向当地人打听火车

票收藏的信息，有时为了找一张票，孙昆

育要辗转好几个城市。

中 国 计 算 机 车 票 母 版 票 、面 额 高 达

894000老挝基普的火车票、新中国成立初期

的手写票、云南高铁首趟列车票……30多年

积累，孙昆育手上有不少难得一见的藏品。

“这些火车票可记录着中国铁路的发展呢！”

拿起一张拇指大的“小卡片”，孙昆育

介绍，“这是第一代硬纸板火车票，都是

25×57 毫米大小。”票面上印有一条红线

的是快车，两条红线的是特快。仔细一

看，还能发现这些火车票记录日期的方式

不同，有的用打孔和喷墨，有的用压膜。

淡粉色的火车票是第二代软纸火车

票，“1997 年开始使用后，人们彻夜排队买

票的情况逐渐减少。”淡蓝色火车票是第

三代磁介质火车票，可以利用机器检票，

让旅客进出站更便捷。

“2020 年，电子客票出现，旅客只需将

身份证在机器上轻轻一刷，并对准屏幕完成

人证合一的核验后，闸机就会自动打开，几

秒之内便能完成验票进站。”如今，数字化客

运电子发票全面推广，旅客能够直接通过铁

路 12306开具电子发票，再也不用担心发票

丢失或损毁了。“中国能全面推广无纸质票

乘坐火车，作为铁路人，我也很自豪！”

孙昆育说起未来的打算，“退休后，我

想办火车票展览，让更多人通过火车票了

解中国铁路的变迁发展。”

孙昆育收藏火车票30多年—

“1公里”见证“16万公里”跨越
杨文明   余湘珺   李天宇

1 月 14 日，2025 年春运

开始。春运期间铁路客运量

有望突破 5.1 亿人次。

2024年 11月 1日，全面数

字化电子发票的推广使用，成

为中国铁路行业逐步向数字、

智慧、绿色方向变革的一个重

要里程碑。回望中国铁路客

票逐步发展的历程，中国铁路

的便捷化举措在不断升级。

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时

中国铁路使用的是硬板火车

票，软座客票为浅蓝色，硬座

客票为浅红色；1979 年，中国

铁路首次推出计算机打印客

票，1997 年原铁道部确定计

算机车票的统一式样，软纸

火车票逐步推广。

“最开始，计算机软纸客

票采用的是短条形码，2000
年升级为长条形码，2010 年

再次升级为二维码，2012 年

计 算 机 软 纸 客 票 改 为 实 名

制 。”国 铁 集 团 有 关 负 责 人

介绍。

与计算机软纸客票相并

行，2007 年 4 月，我国在动车

组 逐 步 推 行 磁 介 质 火 车 票

“小蓝票”。2009 年初，高铁、

动车车票率先实施实名制，

铁路第一代自助售票机应运

而生。

2011 年 6 月 12 日，铁路

12306 网 站 正 式 启 用 ，标 志

着 中 国 铁 路 进 入 电 子 商 务

时代。

随 着 12306 网 站 的 启

用，自助售票机有了取票功

能。现在，自助售（取）票机

变得更加智能，扫描二维码

即可支付购票。售票从“人

人对话”发展到“人机对话”，

如今变成了“机机对话”。

此后，随着智能手机的

普及，铁路与时俱进推出了

12306手机客户端，只需动动手指，购票即可轻松完成。

如今，12306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购票系统：每秒出

票300至500张，高峰期达1000张左右，用户从提交需求到出

票只需要2.8秒。

12306 的功能也更加完善：除了购票，还可以实现互

联网订餐、电子发票开具、候补买票、酒店预订、接送站预

约、目的地景点推介等功能。

小小车票变迁，意味着购票方式的改变。“线上购票，曾

经是中国铁路面临的一道考题，如今，虽仍有不足，但我们

会坚定地走下去。”铁路 12306 科创中心副主任单杏花介

绍，铁路 12306还推出了多车次候补、同车换乘等新功能。

小小车票变迁，意味着出行速度的升级。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绿皮车”是铁道线的主角，运行速度每小时

60 公里左右。截至 2024 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16.2 万 公 里 ，其 中 高 铁 4.8 万 公 里 ，高 铁 被 誉 为“ 陆 地

航班”。

小小车票变迁，还折射出旅途体验的蜕变。就拿

“食”来说，以前，火车饮食无外乎“啤酒饮料矿泉水，泡面

瓜子火腿肠”。如今，铁路 12306 订餐即时到，各地美食

随时尝。

今日的中国铁路，路网越织越密，速度越

来越快。“未来，我们将持续完善铁路 12306
各项功能，提升服务品质，让出行更美好、更

便捷。”国铁集团有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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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全国铁路客运推广使用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纸质

火车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小小的纸质火车票不仅仅是简单的

出行凭证，还牵系着难忘的旅程，记录着欢笑，承载着温情。从硬

板火车票，到软纸火车票，再到磁介质火车票，火车票如同漫长岁

月中的“信使”，成为无数人的时光印记。

硬板火车票唤起历史记忆

翻开一本厚厚的硬板火车票集，曾在重庆菜园坝火车站从事

售票工作近 30 年的陈晓英思绪万千。

1952 年 7 月 1 日，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建成的第一条铁路，由

中国自行设计施工、完全采用国产材料修建的成渝铁路全线正式

通车。这条重要铁路干线，掀开了新中国铁路发展史的全新一

页，也见证了第一代纸壳制式硬板火车票的问世。

硬板火车票全都是按照列车类型分类提前做好制式，有普快、

特快、直达和客快联合票、客卧联合票等不同组合，总共 9个大类 100
多种样式，陈晓英介绍起这些“硬板板”如数家珍。

因为火车票都是预制好的，售票方式也与现在不同。陈晓英

回忆起彼时的情景，“售票员坐在票房里，左右手边是两面格子

墙，每个格子里装着重庆发往全国各次列车到站的硬板火车票。

了解乘客需求后，从数百个小票箱里取出相应的硬板车票，打上

日期孔，贴上座位或卧铺票签……”她笑言，“时间长了，目的地对

着哪个票箱，闭上眼都能摸对！”

一张往来成渝间的小小硬板火车票，寄托着许多人的期盼与

思念。“在那个公路交通还不是很方便的年代，火车是绝对的客运

主力”，陈晓英说，“这张成渝间的‘硬板板’十分紧俏。”

春运期间尤为繁忙，“售票员全员上岗，通宵卖票，食堂直接

推车把盒饭送到票房”，可陈晓英经常累得吃不下饭，“喉咙都喊

哑了，怕耽误旅客买票，坐下就不挪窝！”

时光荏苒，硬板火车票早已淡出历史舞台，川渝间的铁路建

设更是今非昔比。根据两地人员往来频繁、经济互补性强的特

点，铁路部门正着力开发优质动车产品，在成渝间实现产品、购

票、乘车、服务“四个公交化”。

“从过去‘一票难求’，到如今像‘搭公交’，成渝铁路运行效率

真是大有提升！”陈晓英感慨不已。如今，随着渝昆高铁的开通，

成渝间共计开行动车 122 对，日均发送旅客 9.6 万人，满足了成渝

两地百姓“大密度、高频次、快节奏”出行需求，更好助力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

软纸火车票见证青春岁月

对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教育局工作人员罗追曲平来说，一张张

软纸火车票，是青春岁月的见证。

2006年7月，作为最早的一批乘客，还在河北石家庄上大学的罗追

曲平第一次乘坐青藏铁路返乡，站台上挤满了欢送人群和媒体记者。

罗追曲平回忆，“车只在站台停5分钟，但所有人都在车厢外合影留念。”

登上列车，整洁的车厢、西藏特色的装饰，都让罗追曲平激动

不已，这辆车原来真的能将他带回西藏的家乡。

激动也来自变化。此前，罗追曲平的返乡路可谓曲折，先从石家

庄乘坐火车抵达青海西宁或格尔木，然后再转乘大巴车或者大货车返

回拉萨。当时大巴车发车时间不固定，转乘找车过程可能十分漫长。

加之西宁到拉萨路途遥远，单程需要二三十个小时。罗追曲平记得，

有一次回家，车辆坏在半路，他们在青藏高原无人区滞留了两天两夜。

2006 年 7 月 1 日，世纪工程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结束了

西藏没有铁路的历史，成为旅客和货物进出西藏的“大动脉”。罗

追曲平的返乡时间从三五天缩短到 40 多个小时，返乡之路的便

捷性和舒适性大幅提升。

大学毕业后，罗追曲平和青藏铁路的故事仍在延续。他回到

西藏进入教育系统工作，如今经常带着学生外出交流研学，安全、

快捷、准时的火车成了他们首选的交通方式。“有时候，我在车上

也会跟孩子们讲起我第一次坐火车回拉萨的故事，大家都惊叹于

这巨大的变化。”罗追曲平说。

如今，西藏铁路网络覆盖日益完善，拉萨、日喀则、山南、林

芝、那曲等地都能通过铁路抵达，复兴号动车组开上雪域高原，出

行更加便捷，越来越多的人从铁路网络的完善中受益。

磁介质火车票情牵京张双城

2024 年是赵佳桥与妻子“双城生活”的第十个年头。工作

日，他在北京的一家药企上班，妻子则在张家口市宣化区的一所

中学教书，夫妻俩只有周末才能在宣化的家中相聚。

“我是北京延庆人，妻子是河北张家口人。京张携手举办冬

奥会，我和她携手组建家庭。北京申办冬奥会成功的那一天我俩

领的结婚证。”赵佳桥介绍。

从那时起，往返京张两地成为赵佳桥的日常。一摞浅蓝色的

磁介质火车票，是他近几年乘坐京张高铁留下的票根。

2019 年 12 月 30 日，世界首条设计时速 350 公里的智能化高

铁——京张高铁开通运营。京张高铁线路全长 174 公里，从北京

北站出发，经北京市昌平区、延庆区，至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

下花园区、宣化区、桥东区。京张高铁不仅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重要基础工程，也成为 2022 北京冬奥会的重要交通保障。

“北京到张家口，单程缩减至四五十分钟，而且车次多，周五

下午就能买票回家，太方便了！”和近几年越来越多往返京张的旅

客一样，赵佳桥难掩激动。

飞驰的京张高铁，见证了中国铁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

历程。“比起过去坐硬座，京张高铁座位更舒适，无线上网、空调、开

放式餐吧、手机充电等功能让旅途更加便利。”赵佳桥说，“高铁开通

后，我从北京回宣化的频率，也从半个月一次提高到了每周一次。”

北京和张家口的联系，因京张高铁而更加紧密。自开通以

来，京张高铁的开行车次数量持续增长。

夜幕降临，赵佳桥背着包走出宣化北站，妻子和一双儿女已

经等候在这里。多年来，那一张张磁介质火车票，既是这个小家

庭努力奋斗的见证，也是他们相互牵挂、幸福生活的记录和写照。

票小情深，纸短意长

纸质火车票中的时光印记
本报记者   姜   峰   徐驭尧   史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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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2024年 11月 1日起铁路客

运推广使用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

（铁路电子客票）。 资料图片   
图②：不同样式的纸质火车票。

从下至上依次为：硬板火车票、一维码

软纸火车票、二维码软纸火车票、磁介

质火车票。 资料图片   
图③：2004 年，放假回家的大学

生在西安火车站赶火车。

焦宏涛摄（影像中国）  

图④：重 庆 火 车 站 售 票 场 景

旧照。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车站供图   
图⑤：1月13日，2025年春运即将

开始，杭州东站自动售票机前旅客正在

取票。 窦瀚洋   汤鑫严摄影报道   
图⑥：孙昆育（左二）为年轻铁

路职工讲解自己的火车票藏品。

徐章位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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