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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生意越来越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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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号”连起31个省区市——

高 铁 通 到 我 家 乡
本报记者 叶 子

上世纪 80年代末，我从老家河南沁阳到山西太原当
兵，之后就在太原生活。从那时开始，春节回老家成了

“规定动作”，我也经历了32年回家之路的变迁。
那些年坐“K 字”头的绿皮车，买票是第一道难

关。为了抢到票，我都是连夜去火车站窗口排队。大冬
天的，身上裹着军大衣，有时排上整整一夜，也只能买
到无座票。

上车也是个“老大难”。春运期间人山人海，我拎着
行李，妻子带着孩子，车上站满了人，挤到座位上要很
长时间。说起来你可能不信，有时火车严重超员，连车
门都不开，只能让车里的乘客将窗户打开，我们就从窗
户爬进去。上车后，上厕所也费劲儿，车厢里烟味儿、汗味
儿混合在一起，常常要这样站一夜，整个身体都僵硬了。

这些困难，后来都得到了解决。特别是网络订票业务
正式开通，大大简化了购票流程。现在有手机 APP，订票

更加方便，操作简单，连我这个50多岁的人也一学就会。
高铁的开通，让回家的路途变得便捷又舒适。去年

底郑太高铁全线开通，我们也体验了一次乘高铁回家。
从太原坐高铁到焦作西站，最快只需1个多小时。家人直
接开车来高铁站接，一路聊着天就到了家。

高铁上，座椅可以调节，每人一座，一般不会超
员，有热水、手机充电插口、可以收放的小桌板，厕
所也干净整洁。我看别的乘客还用手机点餐，乘务员
直接送到座位上，服务真贴心。现在，高铁出行成为
我的优先选择，比自己开车划算多了，我的回家路变
得更得劲儿了。

30 年前，谁能想到如今的交通出行会变得如此方
便！这是我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感受，也反映了国家整个
交通系统的发展，我们真是赶上了好时代！

（本报记者 刘书文采访整理）

打通“大动脉”，见证发展速度

1909年10月，中国人自主设计建设的第一条铁路——
京张铁路通车；2019年12月，全球首条时速350公里的智
能高铁——京张高铁通车，开启世界智能高铁先河。从自
主设计修建“零的突破”到世界最先进水平，从时速 35
公里到350公里，京张线见证了中国铁路的发展，也见证
了中国综合国力的飞跃。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仅有 2.2万公里铁路，人均只
有“半支香烟”的长度。数量少、布局偏、标准杂、质量差，偌
大的西北、西南几乎为空白……那时候，不仅铁路里程少、

标准低，且近一半处于瘫痪状态，中国还没有自己造
的机车。

而今，高铁已成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
闪亮名片。截至2020年底，中国高速铁路运

营里程达 3.79 万公里，较之 2015 年末的
1.98万公里，相当于在“十三五”期间翻
了近一番，稳居世界第一。

“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沂
蒙那个山上，好风光……”2019 年 11
月 26 日，日兰高铁日曲段 （鲁南高
铁） 提前一年开通运营，山东临沂境内

一次开通5座高铁站。沂蒙老区“四塞之
崮、舟车不通、外货不入、土货不出”的

局面被彻底改变。
“高铁开通，我们出去推荐农产品包括蒙阴

蜜桃，方便多了，外地客商来我们沂蒙山考察货源也更便
捷。”山东临沂蒙阴县野店镇村民牛庆花激动地说。

“牛庆花”们的故事并不鲜见。近年来，翻越崇山峻
岭、穿梭江南水乡、驶过高原冻土、驰骋江河海岛……高
铁线一路延伸，“四纵四横”高铁网提前建成，“八纵八
横”高铁网加密成型。如今，在 100 万人口及以上城市
中，95%以上有高铁连通。“坐着高铁看中国”成为越来越
多人的出行日常，祖国的“大动脉”真正被打通。

每到春日，大批广东人坐着武广高铁，到武汉赏
樱；北京上海的白领们，真正实现了“千里京沪一日
还”；广深港高铁开通，粤港澳大湾区的交通动脉越来越
通畅……

四通八达的高铁，大大缩短了城市之间的时空距
离，带动了沿线物流货运，为当地旅游业、服务业等的
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高铁线不仅是经济腾飞的“带动
线”，也是向往美好生活的“幸福线”、乡村振兴奔小康
的“加速线”。

攻克“不可能”，标记中国智慧

“那一刻，我心潮澎湃，为中国高铁取得的非凡成就
感到无比骄傲！”郭锐是中车青岛四方股份公司钳工首席
技师，负责复兴号动车组的转向架装配。他至今记得，
2018年 3月 5日，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在人民大会堂代
表通道上，向中外媒体讲述复兴号动车组列车从追赶到领
跑的故事。

将时间拉回到 2016 年 7 月 15 日 11 时 20 分，不到 2 秒
的时间，两列高铁列车以420公里的时速在郑徐高铁上演

“极速会车”，创造了高铁列车交会、重联运行速度的世界
最高纪录。2017年6月，中国标准动车组被命名为“复兴
号”，在京沪高铁上线运营。此后的 4 年时间里，复兴号
相继投用19款车型，速度覆盖时速160公里至350公里不
同等级，包括8至18辆多种编组型式，可适应零下40摄氏
度高寒地区和海拔5100米高原地区不同运用环境。

关键系统软件均为中国自主研发，拥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在254项重要标准中，中国标准占84％……复兴号
的每一步创新实践，都蕴含着中国铁路人迎难而上、孜孜
以求的探索和钻研，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每个细
节都追求完美，仅高铁转向架装配方案就设计了 90 种，
经过上千次反复验证。”郭锐对此深有感触。

在京哈高铁上运营的“高寒版”复兴号，被称为“最
抗冻”动车组。其总体主任设计师贾向杰说，能修炼成

“抗寒神功”，可是要经过重重关卡。从列车使用的材料、
电气元器件到车体、转向架、供风制动等关键系统部件，
均进行了耐低温设计，才能在-40℃的低温环境下以 350
公里的时速高速奔跑。

最近通车的拉林铁路，90%以上线路超过海拔 3000

米，全线16次跨越雅鲁藏布江，桥隧比高达75%。中国中
铁二院拉林铁路设计总体兼项目经理何娘者说：“拉林铁
路从图纸变为现实，雪域高原‘天路纵横’，功劳属于这
个伟大时代，属于日益强盛的祖国和辛勤的人民。”

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华武表示，我国率先成功探索了时
速 400 公里及以上高速铁路系统关键技术参数变化规律，
高速动车组技术全面实现自主化、标准化和系列化，极大
增强了中国高铁的核心竞争力。

更加“智能化”，体现民生温度

“座椅靠背上增加了USB充电接口，真方便啊！”“卫
生间设置了智能照明，人进入后会自动调整灯光亮度，点
赞！”“餐车增加了自助售货机，饮料、水果、零食都能自助购
买了”……最近，不少乘客发现，复兴号又“上新”了。

6 月下旬，伴随全国铁路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实
施，复兴号智能动车组扩大至京沪、京广、京哈、徐兰及
成渝高铁开行，覆盖京、津、冀、辽、吉、黑、沪等 18
个省级行政区，辐射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及成
渝双城经济圈等地区。

新的智能动车组车身采用“国旗红”“故宫红”“祥龙
黄”三色彩带涂装，呈波浪状环绕，形似“祥龙飞舞”。
据介绍，全新智能复兴号不仅有好看的“面子”，还有智
能的“里子”。

“感知”更敏锐。升级车载安全监测系统，全车设有
3300多个监测点，比以前动车组增加700余个，对列车的
走行部状态、轴承温度与振动、牵引制动系统、电气电
路、烟火安全、客室环境等进行“全息化”监测，为全方
位的故障诊断、维修提供支持，保障行车安全。

“大脑”更发达。采用以太网控车技术，传输容量提
升100倍，传输速率提高60倍，动车组的数据传输和处理
能力大幅提升，列车控制和故障诊断功能更强大。同时，
支持 5G车地无线通信，车辆状态信息可“全数据”实时
传输到地面，提升了远程同步监测、维护能力。

“决策”更精准。升级优化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系
统，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动车组关键系统部件故障的自
动预警或预测，提高行车安全性，同时指导列车视情开启

“维修模式”。
这些年来，从网络购票在线选座、人脸识别进站秒

过，到手机预订特色餐食、异地购票全路通退通签，一系
列人性化、智能化的服务，让高铁旅客搭上了移动互联的
快车。常乘高铁出差的张先生感叹：高铁让我们体验到了
更有尊严、更加智慧的出行。

郭锐一家三代都是铁路人，祖辈造蒸汽机车，父辈造
绿皮车，到他这一辈造高速动车组。他说：“能亲手参与
创造美好的小康生活、亲眼见证祖国迈向交通强国的壮阔
征程，我们何其有幸！”

6月25日10时30分，一列绿色巨龙般的复兴号列车缓缓

驶出拉萨火车站，向林芝市进发。坐在7号车厢的林芝市退休

干部平措，是首发车旅客之一。他身着藏装，一路拍摄留影。

“复兴号太棒了！沿途风景太美了！”

沿着昔日的茶马古道，拉林铁路的开通结束了藏东南地区

不通火车的历史，标志着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建成。此次复兴

号高原内电双源动车组开进西藏，实现了复兴号动车组对31

个省（区、市）的全覆盖。

如今，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每天有4000多列高速列车

飞奔呼啸、来往穿梭。一个流动的中国，充满了繁荣发展的活

力。正如复兴号这个名字的美好寓意，随着高铁线的不断延

伸，中国人的日子也越过越美！

身边的小康故事身边的小康故事

要说高铁带来的小康生活，我的感受可太深了！
我是湖北十堰人，本来我们一家在武汉定居。

2018年，我回乡创业，在武当山开了家民宿，位置
就在武当山风景区琼台索道站附近，临近照面峰，
是景区里海拔最高的民宿。风光自然没话说，但十
堰在湖北西北，地处秦巴山区，以前交通相对没那
么方便。是高铁的开通，拉来了源源不断的游客。

汉十高铁是 2019 年 11 月 29 日通车的。为啥我
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开通的第二天，我就体验了
一把。这趟高铁最快的不到 2小时，以往路上最少
也得花 5个小时，一下子武汉和十堰两个城市之间
的距离就大大拉近了。

高铁开通后，民宿的生意明显越来越旺了。汉
十高铁不仅是湖北省内连通武汉、襄阳、十堰的重
要区域性快速铁路，也沟通了华中与西北地区、东
南沿海地区，武当山景区由此连入全国高铁大动
脉。高铁沿线区域游客比往年增加了 4成以上，尤
其是省内武汉、襄阳的来客大幅增加。早上在武汉吃

一碗热干面，坐上高铁，中午就能赶到武当山，吃一
顿地道的道家斋饭，“快旅慢游”成为现实。

以前周五晚上我家民宿几乎没有人订房，现在
都被订满了。有了高铁，周五下午出发，周末双休
变成 3天小长假的效果。客人在途时间短了，就愿
意慢慢玩，多住上一天。眼看着生意越来越红火，
房间不够住，我的民宿二号院、三号院也要陆续开
张啦。

我刚开民宿时，妻子老是抱怨离家远，带她
坐过一次高铁后，就再没提过了。妻子和孩子也
喜欢山居生活，每个周末，他们都坐高铁从武汉
来和我团聚。孩子说，这跟坐公交也差不太多
嘛。这个暑假，孩子就在这里参加武当山国学夏
令营，玩得很开心。

事业蒸蒸日上，家庭美满幸福，算是我们家的
“双城记”吧。你看我这小康生活怎么样？欢迎大
家来武当山玩，坐高铁很方便的。

（本报记者 叶 子采访整理）

回家的路更得劲儿了

图①：7月27日，一列复兴号高铁列车穿过京包客专 （北
京-包头） 乌兰察布市境内的向日葵种植区。

夏 亮摄 （人民视觉）
图②：7月25日，搭载着旅客的D811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从

重庆北站驶出，这是重庆和张家界间首次开行复兴号动车组。
包 亮摄 （人民视觉）

图③：铁路暑运期间，某“复兴号”班组组织乘务人员进
行集中培训，为暑运旅客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包 亮摄 （人民视觉）
图④：拉林铁路近期建成通车，图为试

运行的复兴号列车行驶在西藏山南市境内。
新华社记者 觉 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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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者：湖北十堰民宿店店主 余华丹 40岁

讲述者：河南沁阳人 王集中 5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