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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车啦！快来！”! 月 "# 日的郑州火车站，随

处可见扛着大包小包的农民，他们面色黝黑，满脸汗

水，互相招呼着同伴，走向早就等在那里的 $%&次绿

皮火车。车身白色的标牌上，“郑州—乌鲁木齐”的字样

让他们兴奋而期待。他们的目的地，是遥远的新疆，那

里广袤而连绵的开阔田里，白色的棉花已经成熟。

这是今年河南的首趟“采棉专列”，此前，甘肃

的“采棉专列”已经发出。

一天后的乌鲁木齐火车站，开赴内地的列车前也

是人头攒动。只不过，这一车的乘客，全部换成了青

涩的学生。这是乌鲁木齐站今年第一班“内高班”学

生专列，之后的 #天内这样的专列还有 '趟。

所谓“专列”，即专用列车，是铁路部门为了某

些特定用途、为某些特定人群专门开行的列车，可谓

“专事专用”。近年来，各种专列层出不穷：“农民工

专列”、“学生专列”、“旅游专列”、“国际货运专

列”……就让我们随着铁轨向四面八方的延展，到大

江南北去一睹各式“专列”的风采。

“快上车吧。”!月 %'日乌鲁木齐车站，今年
新疆首趟“内高班”学生的 $&()次专列旁，面
对依依不舍的艾丽娜孜，父亲一边安慰她一
边敦促她上车。一同来送行的还有她的母亲
和姐姐，分别在即，大家都泪眼婆娑。

这趟专列上有来自新疆各地的 *!!

名学子。他们的目的地是几千公里之外
的上海，他们将在那里继续自己的高
中生涯。仅 %' 日一天，“内高班”
学生专列就将 +!,% 名学生送往北
京、上海、天津、沈阳等方向。

和往年相比，今年的“内
高班”学生将能更加便捷地
买票、取票、乘车。乌鲁
木齐车站站长助理陈艳芳
介绍，车站为学生设置
了专口，办理始发及中转车票，并免收中转车票
异地手续费。同时，火车站还开辟了专用“绿色通
道”和候车区域，为他们提供优先“购票、候车、
乘车”的爱心服务。

在 !月 -.日之前，共有 .%+%%名内高
班、内职班学生乘火车集中返回内地学
校。

“内高班”，即“内地新疆学生高
中班”，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快边
疆少数民族人才培养而施行的一
项重大惠民政策。在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教育厅的网站上记者看
到，设立“内高班”的中学

已达 &. 所，遍布北京、上海、广东、江
苏、浙江、河南、山东、陕西等 .+个省
市的 +/个城市。

据了解，在连续 &年扩招之后，
“内高班”的招生名额已由 %(((

年时的 .((( 人，升至今年的
&.%%人，比去年扩招 ,&%人。
据新疆教育厅工作人员介
绍，在今年的招生中，
农牧民子女的录取比
例不低于 ,,0，同
时，对塔吉克、
达斡尔等人口
较少民族考生
予以录取倾
斜。

专家表示，这样的民族优惠教育政
策不仅能满足边远地区农牧民子女享
受优质教育需要、促进基础教育均
衡化发展，也将为西部少数民族
地区未来建设提供后备力量。

面对镜头，在火车上的
阿依努日、阿依古丽笑得很
开心。远离家乡的她们，
希望能在异乡的优秀
中学里努力学习，考
上不错的大学，拥
有一个灿烂的
明天。

“这已经是第 / 次去新疆啦。”相对于首次
进疆而兴奋得叽叽喳喳的同伴，王秀梅大娘则要
显得“淡定”得多。“去年 *个月挣了 '(((多元，
比在家呆着强多了。这不，俺村的好多闺女都跟着
我出来啦。”她说。

由于新疆每年都需要大量的外来采棉工人，因此，
为进疆采棉的农民工开行“专列”，已经成了铁路系统的
“惯例”。据了解，今年已经是兰州铁路局开行采棉专列的
第 ..个年头。

和往年相比，今年各铁路局的“采棉专列”都在围绕着服
务做文章。为了方便棉农购票，郑州、商丘等车站更是加开了
“棉农”个人和团体票专售窗口，%+小时不间断售票。针对河南人
爱吃面食的习惯，火车上专门准备了捞面、汤面等各种面食；而考
虑到农民工兄弟手头不宽裕，这趟车的餐车也把盒饭面条的价格定在
了 *1/元。

在 !月 "&日从漯河开出的采棉专列上，“安全、舒适”成为
牢记在列车员心头的关键词。“每节车厢定员 .!(人，这样大
家坐着舒服，也安全。天气热，我们备了 !( 桶纯净水，还
配了随车医生。”列车负责人说。

而在武汉铁路局武昌客车车辆段，维修师傅们正在
对 .* 组 "". 辆采棉专列的门窗、水管管系、水泵、
锅炉等进行仔细检查。据了解，为确保棉农一路平
安，该车辆段今年实行了“户籍整修制”，为每辆
专列都建立了整修专项台账，以“责任制”组织
质检员全程盯控作业过程。

一位常年报道铁路情况的资深媒体人士
对记者回忆说，上世纪 &( 年代中期，由于
条件有限，当时江西地区的农民工专列使
用的都还是货运的“闷罐车”，车上连厕
所都没有，安全与卫生条件都极差，农民
工兄弟十分辛苦。而今天，即使是价格
低廉的“绿皮车”，条件也已有了很大改
善。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城市与区域管理系主任陆
军表示，以“采棉专列”为代表的农民
工专列，是沟通劳务输出省份和劳务需
求地区之间的“双赢安排”，更有关怀
民生的意义在其中。不过，陆军也说：
“对此专列，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依托既
有的安排，实现稳定性的、制度性的和
具有产业经济发展前景的地区间合作。
也就是如何依托专列，向地区间的深度
合作发展。”

!月 "'日，河南首趟高铁旅游专列“信阳号”从信阳返
回北京。&&!公里的路程，用时仅 +小时 /+分。在 * 天的
度假游中，来自北京的专列乘客共游览了信阳市南湾湖、
鸡公山、汤泉池、金刚台和黄柏山等景区。

千里之外的新疆，也将在今年 &月继续加开“大
美新疆”的旅游专列。在金秋来临之际，将有大批
游客乘专列前往天山北麓，一睹壮美风景。

从青藏高原的珠穆朗玛峰，到内蒙古呼伦贝
尔的阿尔山；从白雪皑皑的长白山，到南国风
情的海南三亚……近年来，“旅游专列”已经
成为国内旅游市场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相对于其他出行方式，旅游专列具有
“定时、定点、定线”的优势，即连接旅游
目的地有代表性的景点，“一线多游”地
满足游客一次出游游览多个景点的需求。
今年开通的西藏“珠穆朗玛号”旅游专列，
就可以使游客从绿色通道直接参观布达拉
宫，同时还有价格优惠。

针对城市以旅游专列来打造品牌的情
况，专家表示需清醒认识。“地区旅游发
展是个系统工程，关键在于旅游产品、价
格、交通、市场等综合的协调组合。旅游
专列作为一个宣传和营销手段，有一定的市
场效果，但如果车次安排不系统和规模有
限，对旅游景点和旅游城市的促进会非常有
限。”北京大学教授陆军说。
近年来，随着我国铁路事业的发展，旅游

专列的用车也从“红皮车”、“蓝皮车”，一路跨
越到了现在的高铁。早在“信阳号”开通之前的

"(.( 年，广东就开出了“东莞号”、“长隆号”等
高铁旅游专列。而高铁独具快速、准点等优势，将
进一步扩大旅游专列的影响力。“比飞机便宜，比汽
车方便快捷”，是许多游客选择高铁旅游专列的重要

原因。
而在陆军看来，高铁旅游专列的前景很
广阔。“高铁的主要功能和客流量，

能促进旅游、商务等高端服务业。
据我判断，高铁旅游专列将

来很有发展潜力和市场
可行性。”他说。

! 月 "!

日，从郑州铁
路集装箱货运中

心出发的第二趟国
际货运专列，满载出

口欧洲的货物，一路向
西。.'天后，它将到达德国

汉堡。据介绍，像这样的专列，
今年河南计划开行 .+班次，实现

进出口货值 .亿美元以上。
采用类似做法的，还有地处中西

部腹地的重庆、成都。

相对于以运输服装、纺织品等为主的
郑州始发专列，地处西南腹地、致力于打
造全球最大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的重庆，
则开出 23产品专列。目前，“渝新欧”已实现
每周至少开通 .至 %列的正常运行，高峰期
一周 *列。&月 .日，白俄罗斯明斯克州州
长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渝新欧’国际货
运专列将为明斯克带来新的战略机遇。”

成都的“蓉欧快铁”，则是目前中欧间
最快的铁路班列，从成都抵达波兰只需 .+

天。而年内，这一数字还有望降至 .% 天。
每周六准时发班的“蓉欧快铁”，成为目前
国内唯一对外承诺定期稳定发运的亚欧快
速直达班列。

成本低、连贯性强、风险小、不易受
天气和季节变化影响，国际货运专列优势
明显。一位国际物流企业主算了笔账：铁
路专列运往欧洲，一个 +(英尺标准集装箱

的运价约为 +((( 美元，若走水路，则需
.!(( 美元左右，但时间是铁路的 % 倍多；
空运装不下大批量货物，若按吨重价格来
比较，将是铁路数倍。

而在专家眼中，中西部地区开行的国
际货运专列，还有更深层的意义。

在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潘维看来，“新丝绸之路”无疑可以扭转
这些中西部城市的区位劣势，为西部地区
的对外贸易和深化开放提供了契机。而以
这些城市为中心向外扩散，能够通过地区
的辐射效应，进一步带动整个西部大开发。

在接受采访时，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
表示，目前中国的主要资源在西部，但主
要生产能力在东部，因此，“西部大开发”
战略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以交通为代表的基
础设施建设问题。“以‘渝新欧’为代表
的欧亚铁路，不仅可以拉动西部经济发展，

对边疆地区的安全以及
我国的国家战略都具有重要意
义。”他说。

采棉专列：
到新疆“淘金”

“内高班”专列：去名校读书

旅游专列：
串起风景名胜

国际货运专列：满载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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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专列返校的“内高班”学生。 新华社记者 赵 戈摄

8月 28日，河南省开

封市火车站内 2600多名摘

棉工在排队进站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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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8日 凌

晨，随着一声长鸣，L903

次临客载着1832名采棉工的

“淘金梦”从徐州驶向乌鲁木齐。日

前，郑州、武汉等地也纷纷启动今年的

进疆棉农专列。

实际上，棉农专列只是近年来铁路专列

发展的一个缩影。如今，民工专列、学生专列、旅

游专列、插秧专列、鲜活农货专列等来来往往，分

外热闹。铁路专列百花齐放的背后，彰显的是民生关

怀，推动的是区域交流。

铁路专列风靡各地，体现了党和政府“以人为本”理

念的进一步升华，展现了对平民百姓的温情关爱。纵观种

种专列，不难发现，其服务对象多是普通的老百姓：赴内地

上高中的新疆少数民族学生，春节返乡过年的外来务工人

员，利用假期领略异地风光的普通游客，还有农民的血汗果

实———土豆、洋葱、玉米种子。而专列提供的服务，也是生活

中实实在在的那些事儿：青岛“健康专列”把粮食从农田直接

送上餐桌，让民众吃得更加放心；内蒙古“高考学生专列”送

少数民族学子赶赴考场，使得他们的高考路不再曲折；哈尔

滨“插秧专列”顶着亏损的压力，送稻客前往三江平原，好

让他们赚钱养家。专列“以普通人为本”，关注平凡百姓的

平凡生活，饱含人文温度。

铁路专列赢得民心，折射出我国铁路运输和保障

能力的提升。铁路专列中的“老大哥”———民工专列

的变化就是最佳的证明。民工专列始于20世纪90

年代，为在外打工的农民工兄弟而设。然而在开

通初期，民工却不买民工专列的账，更称之为

安全、健康、时间无保障的“三无”专“劣”。

“车上得穿‘尿不湿’，到站赶紧方便”、

“坐次专列要掉几斤肉”等是对当

时民工专列的经典写照。而

今，民工专列不断改进，

让农民工兄弟

回家的路更体

面、更有尊严。专用窗

口、电话订票、团体购票使民

工不再把买票当成难题；空调、热

水、卫生间等配备让民工不仅走得了、

更走得好；负责任的列车员、热情的志愿

者也让他们体验到更多真情和温暖。

铁路专列越走越远，反映了区域交流扩大、

合作深化，也体现各区域经济的共生、共长。城与

城之间，城际铁路专列使“一小时生活圈”、“一小时

经济圈”的概念变为现实，从珠江畔到长三角，从京津

冀到长株潭，各城市的距离被拉近，市场统一，资源共

享，产业共兴。区与区之间，草原之星专列、青藏铁路旅游

专列等，使得遥远边疆的美不再是孤芳自赏，使得东、中、

西部人们的心走得更近；国与国之间，“渝新欧”、“汉

新欧”等国际铁路联运专列，如同一条蜿蜒在亚欧大陆间

的巨龙，连结着饱受债务危机之苦的欧洲和资源丰富、潜

力巨大的亚洲内陆，推进欧亚区域在货物、人员、劳务、

能源方面的交流。

铁路专列在发展的这几十年里，速度有“加快”之势，范

围呈“外扩”之态，服务走“亲民”之风。那么未来铁路专列

又会打出怎样的牌，让民众叫好又叫座呢？

笔者在此用三个“化”来解读：一为“多样化”，

这是现代人生活需求不断改变、更新的必然要求，铁

路专列现已种类繁多，未来更会包罗万象，真正

“想人所想、急人所急”；二是“个性化”，此为当下年

轻一代追求的价值观之一，铁路专列在服务社会

大众的基础上更体现个人色彩、另类特质，更

好地吸引新生代旅客，拓宽市场；三曰“人性

化”，“为人民服务”是我国铁路精神，也

是铁路专列的根本意义，未来铁路

专列的设施、服务将升级换代、

“更拘小节”，把“人”字再

度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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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字更大 让世界更小
严 冰 鲍贞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