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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成昆铁路全线贯通运营一年来——

穿山越岭“提速”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宋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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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条铁路，它畅通了大凉山学子的求学之路，开辟了山货出山的快捷通道，加速了

东南亚特产与“四川造”产品的双向奔赴……

2023年12月26日，新成昆铁路（成都—昆明）开通运营一周年。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

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过去的一年，新成昆铁路日均开行41趟旅客列车，单日最高发送旅客

10.4万人次，年累计发送旅客突破2000万人次。

新成昆铁路全长915公里，从四川省成都市到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最快不到3小时，到

云南省昆明市最快7.5小时。这条铁路极大便利了沿线人民出行和货物运输，带动沿线资源开

发，为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新活力。

“全家福背景就是新成昆铁路”

老成昆铁路所经过的地区，大部分是崇
山峻岭，新成昆铁路的线路走向与老成昆铁
路大体一致，但速度更快，乘车更方便。从
普通列车到动车，变化的不仅是车况、车
速，还有乘车环境。

瓦扎阿基莫是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
公司成都客运段集动二队攀西三组的一名列
车员。每当值乘的时候，她便启动“双语模
式”，汉语、彝语熟练转换。

新成昆铁路穿越大小凉山，沿线乘客不
会说普通话的不在少数，每当遇见“默粟”

“阿妈默粟”（彝语：大爷、大娘） 乘车，瓦
扎阿基莫总是主动上前，及时引导入座、给
予帮助。

在瓦扎阿基莫的童年里，她与老成昆铁
路上的“慢火车”有着不解之缘：“小时
候，我最盼望的事情就是跟家人一起，乘
5633次火车去赶集。长大以后，5633次列车
不仅成了我上下学回家的‘校车’，也成了
我追逐梦想的‘护航车’。”后来，瓦扎阿基
莫的家搬到了铁路边上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冕
宁县漫水湾镇，5633次“慢火车”仍然陪伴
在她身边。

每当她值乘的复兴号动车组驶过漫水湾
镇时，瓦扎阿基莫都会习惯性地望向家的方
向，有时透过车窗，她能清晰看到正在田里
耕作的父亲。“过彝族年时，我们的全家福背
景就是新成昆铁路。”瓦扎阿基莫脸上挂着幸
福的微笑。

对于瓦扎阿基莫和乡亲们来说，新成
昆铁路的开通，意味着他们回家的路更顺
畅了。

阿牛什金从小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
斯觉镇长大，第一次走出大山是 10 多岁时，
独自一人坐 4 个多小时的普速列车到西昌市
读高中。2020年考上四川农业大学后，阿牛
什金先坐了近 5 个小时的汽车从甘洛县到石
棉县，再转车到达位于雅安市的校区。

新成昆铁路全线贯通运营后，阿牛什金
的求学之路变得更加便捷，对未来也充满期
待。“动车会带来更多外地游客，也能让我家
乡的产品卖到更远的地方。我学的生物工
程专业，一定能在家乡建设中发挥作用。”
阿牛什金说，越来越多的大凉山学子跟她
一样，有了“毕业后，我要回家乡”的职
业规划。

家家有了“致富果”

新成昆铁路全线贯通运营，大大缩短了
攀西 （攀枝花、西昌） 地区与成都的时空距
离，促进和推动攀西经济区与成都平原经济

区的协同联动，特别是为安宁河流域的开发
提供了更强有力的基础支撑。

每年芳菲 4 月，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
务本乡乌拉村、米易县普威镇以及西昌市樟
木箐镇的樱桃陆续成熟。这里长出的樱桃果
形大、色泽艳丽、味道浓郁。但是樱桃采摘
期短、不耐运输，这些“娇气”的特点考验
着寄递企业的服务能力。

2023 年 4 月，一趟“樱桃专列”发车，
在新成昆铁路攀枝花南站，铁路工作人员将
10 件 250 公斤樱桃装运在 C72 次复兴号动车
组指定车厢内。

“客户寄出的樱桃一般是每天6时左右从
樱桃园里采摘的，通常采用 1.5—2.5 千克的
小筐和15千克左右的大筐两种包装。动车全
程有空调，适宜樱桃储存，部分中转时间较
长的快件还会在包装袋内加入冰袋或者冰瓶
来降温。”中铁快运成都分公司攀枝花站营业
部经理牟玉娟介绍。

樱桃被装入高铁快运专用箱，不管是到
成都、昆明、重庆还是贵阳，最快都能实现
当日达。很多消费者反馈说：“收到的樱桃非
常新鲜，就像刚摘下来一样。”

米易县白马镇黄草村果农姚舟勇经营着
一处樱桃园。2023年的樱桃收获季，姚舟勇
收入 12 万多元。有了便捷的交通，黄草村
的樱桃走出大山，品牌越来越响亮，樱桃种
植户家家有了“致富果”。黄草村党总支书
记鲁齐林告诉记者，全村樱桃产值丰年超过
1亿元。

如果说老成昆铁路建成通车开启了凉山
彝族自治州经济发展的大门，那么新成昆铁
路的全线贯通运营，则意味着攀西地区的经
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

2023 年 7 月苹果成熟季，凉山彝族自治
州越西县现代农业 （苹果） 产业园迎来了首
批动车游客。这让依托园区搞旅游、做民宿
的当地村民尝到了甜头。

越西县现代农业 （苹果） 产业园区党支
部书记沙阿甲指着眼前的果园笑着说：“这可
不仅仅是苹果园，我们当地人叫它‘苹果小
镇’。2023 年，为了迎接动车带来的新客
流 ， 我 们 在 园 区 开 放 了 露 营 研 学 基 地 。
2024 年，我们还会再开放一些新的体验项
目。”不远处，一列动车快速穿园而过，驶
向远方。

家住越西县大瑞镇的石少熊夫妇，以前
仅凭几亩土地生活，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几
年前，他将土地流转，夫妻俩在越西县现代
农业 （苹果） 产业园区找了工作，土地流转
费加上每月工资，日子越来越红火。如今产
业园客流量大增，石少熊夫妇对未来的生活
信心满满。

从越西县出发，北上成都仅需 2.5小时，
南下西昌、攀枝花也只要1和2.5小时，长期

以来因交通制约的旅游、农业等资源潜力正
逐步释放。

随着新成昆铁路的开通，越西县与沿线
城市一起步入动车时代，发生着可喜变化。

“牵手”大城市，对接大市场，区域经济一体
化全面提速。

2023年11月，一列由中国铁路成都铁路
局集团有限公司与中铁特货成都分公司共同
组织的测试班列，装载着凉山彝族自治州农
特产品，从西昌南站启程，驶向浙江宁波，
让凉山农特产品首次通过铁路集装箱班列走
出大山、走向东部沿海，有效助力凉山地区
经济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凉山不“凉”“暖经济”正旺

陈驰是新成昆铁路眉山站的一名客运值
班员，这一年里，她见证了新成昆铁路给眉
山市带来的文旅新动力。“自新成昆铁路开通
以来，从眉山前往西昌、攀枝花等地探亲、
旅游的需求全面释放。每天从眉山站下车的
旅客数量相比以前多了好几倍。”

作为眉山本地人，除了掌握客运业务知
识外，陈驰对眉山同城换乘方式、公交站
点、旅游线路、景点以及当地特色美食了然
于胸。这一年里，她常常遇到旅客分不清眉
山站与眉山东站，不知道怎么去三苏祠等景
区，不知道哪里能吃到地道眉山美食……陈
驰总能用她略带眉山口音的普通话，给出让
旅客满意的答复。

新成昆铁路开通以来，眉山站累计到发
旅客 115.1 万人次，加之成贵铁路的眉山东
站，“双通道”效应每天给眉山市带来1万余
人次的客流。数据显示，2023 年 1—11 月，
眉山市 A 级景区接待游客 1345.1 万人次、增
长100.3%。

新成昆铁路开通运营后，地方特色产
业、旅游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乘坐新成昆铁路，游客可见甘洛水墨梯
田的壮观、越西“水观音”的清澈、喜德小
相岭的险峻，可感冕宁彝海结盟的厚重、德
昌海花沟的灿烂……“轨道上的凉山”大有
可观。

2023年中秋国庆黄金周，是新成昆铁路
迎来的一次旅客出行高峰。为满足旅客出行
需求，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结合中
秋国庆假期 12306 客票预售和候补数据，动
态安排好运力梯次，积极加开“夕发朝至”
全列卧铺列车、“熊猫专列”旅游列车、夜
间动车组列车，满足旅客多元化出行需要。
数据显示，2023年中秋国庆期间，凉山彝族
自治州旅游景区共接待 175.25 万人次，同比
增长802.68%。

进入冬季，觅一处“晒太阳”的好去
处，享受惬意的“暖冬之旅”成为众多游人

的选择，不“凉”的凉山，“暖经济”活力
正旺。

“自从去年西昌通了动车，我随时都可
以到这里晒太阳了。”家住成都的李艳玲
说。如今，到攀西邂逅冬日暖阳成为众多游
人的选择。

2023年11月29日晚，随着交响诗《这个
世界的欢迎词》 震撼上演，2023第五届大凉
山戏剧节拉开帷幕，115 部国内外戏剧佳作
在凉山轮番上演。“看戏去！”本地居民街头
相约，各地游客专程赶来。攀升的游客量，
日益让大凉山戏剧节成为闻名国内外的戏剧
盛会。

2023 年 12 月 31 日晚，“听见绿水青山”
2023中国 （四川） 首届民族音乐周闭幕式暨
跨年音乐会，在西昌市火把广场举行。活动
现场，天南海北的游客齐聚火把广场，随着
音乐的节拍一同舞动、歌唱。

2024年元旦假期，新成昆铁路管辖西昌
西、德昌西、米易东、攀枝花南等车站的西
昌车务段运送旅客31.2万人次，其中，1月1
日客流高峰日运送旅客 7.58万人次，突破该
段新成昆铁路贯通以来的客运发送纪录。

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

新成昆铁路开通后，成都到攀枝花的货
车运输时间由原先的 28小时缩短至 13小时，
使得货运效率提高了一倍以上。同时，新、
老成昆铁路并行运行，增加了货运通道，推
动货运能力翻倍。

攀钢集团是国内重要的重轨生产基地。
攀钢集团的国内钢轨市场占有率近 40%，出
口量占全国出口总量70%左右。“我们的产品
主要依靠铁路运输。”攀钢集团成都西部物联
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铁路运输体
量大、安全性高，是攀钢物流运输的首选，
攀钢生产的 100 米钢轨、25 米钢轨均由铁路

运往全国或通过铁海联运到达东南亚国家。
2023年12月，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

与攀钢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物流总包服务合
同，约定2024年攀钢集团将2336万吨货物的
物流服务交由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负
责。减少运输中间环节，实现降本增效，并
为攀钢生产、销售以及供应链管理提供网络
化经营支撑，是本次物流总包服务的亮点所
在。新、老成昆铁路是这项创新服务的通道
支撑。通过整体的运力调整，铁路能够为企
业减少原燃料备用库存量，缩减企业资金占
用，降低资金成本。

作为四川南下的重要通道，新、老成昆
铁路货运能力的释放为南向中老班列的效能
提升提供了广阔空间。

“新成昆铁路北连拥有中欧班列成渝号
的成都铁路枢纽，南向通过昆明铁路枢纽
与中老铁路相连。”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汤继
强说，新成昆铁路的全线贯通，有力促进
了包括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内的我国西
南地区与国际通道的大联通，助力高水平
对外开放。

得益于新成昆铁路通车，成都与昆明在
提升铁路运行效率方面加强合作，使老挝万
象至成都的“澜湄蓉”线路段运输时间进一
步压缩，班列运输时效从最初的 5 天缩短至
平均72小时以内，越来越多的东南亚特产和

“四川造”产品，利用这一不断优化的运输通
道，实现双向奔赴。

2023 年 7 月，搭载着汽车零配件的“澜
湄蓉欧快线”在位于成都市青白江区的成都
国际铁路港首发。成都国际铁路班列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王伟琨介绍：“该趟班列由泰国罗
勇府始发，经中老铁路、新成昆铁路，接续
中欧班列发往欧洲，抵达匈牙利布达佩斯，
物流运输时间最快缩短至15天，相较传统海
运可节约一半以上时间。”

（朱琳琳参与采写）

▶在四川省甘洛县，新成
昆铁路复兴号 （左） 与老成昆
铁路货物列车隔空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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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成昆铁路开通
后，四川省西昌市建昌古
城游客如织。

佘 钢摄

▶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
治州喜德西站前，乘客合影
留念。 龚 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