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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怀初心，砥砺奋进，

厚德敬业，实干先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10万济铁人牢记重托，不忘初心，

砥砺奋进，五度春秋，迈过一个又一个发展“门槛”：营

业里程从3692公里增至4912公里，仅一步之遥将突破5000公

里；从普速时代跃身迈入高铁时代，时速350公里的“复兴

号”驶过齐鲁大地，形成串联全国193个城市的庞大“朋友

圈”；旅客年发送量从7649 . 3万人次，一年一个台阶，迈

过“一亿人次”门槛；迈过传统货运门槛向现代物流转

型，规划建设23个物流园区，实施货运组织改革，大力开

行国际货运班列，助力山东大跨步迈上“一带一路”……

五年来，济南铁路局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

势和群众工作优势，“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为推

动改革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全面建设安全智慧品质济

铁，发展动能加速转换、转型升级，不断提升有效供给、

优质供给；助力山东创新发展不断实现突破，成为经济文

化强省建设的强力引擎。

山东铁路建设最快的五年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济南铁路局当好拉动

山东发展的“火车头”，倾力打造“区域经济的保障线、

惠及民生的幸福线、内引外联的主干线、绿色节能的环保

线”。五年间，实现了山东17市全部通上火车的梦想。

2012-2016，完成铁路基本建设投资近750亿元，14个铁

路项目建成投用：

2012年11月29日，枣庄至临沂铁路建成通车；

2013年12月31日，海青铁路(海天至平度)建成通车；

2014年12月28日，山东首条城际铁路青荣城际铁路即

墨北至荣成段建成通车；

2014年12月30日，山东首条重载铁路瓦日铁路建成通车；

2015年9月28日，德龙烟铁路德大段建成通车；

2016年11月26日，青荣城际铁路全线建成通车；

2017年9月12日，石济客专济南西至平原段联调联试；

这五年，邯济铁路复线电气化扩能改造、胶新铁路电

气化扩能改造，平原货场扩建、菏泽客运设施改造等一大

批项目也建成运营。

高铁发展的齐鲁轨迹

五年间，高铁发展改变人们的生活，从济南乘坐“复

兴号”高铁到北京最快只需1小时26分钟，到上海最快只需

3小时；网上购票已经成为主流，买票、改签、退票大多通

过手机办理；对高铁的态度由“观望”变“首选”……

山东铁路旅客年出行频率由2012年的0 . 74次，逐步提升

至2016年的1 . 24次，而这一提升轨迹与高铁发展速度高度吻

合。2012年以来，济南铁路局在高铁带动下，旅客发送量

以年均12 . 5%的幅度递增，至2015年12月2日18时，全局年发

送旅客突破1亿人次，成为全国铁路第八个客运量跨过“亿

人次”门槛的铁路局。铁路客运在山东所有客运方式中所

占份额也从2014年的12 . 9%，提升到2017年的21 . 7%。从济南

乘坐高铁直通的直辖市、省会城市达23个。

从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全面”、实现精准扶贫

之“精准”着眼，辛泰铁路7053/4次“庄户列车”一开就

是43年，平均时速不到30公里、最低票价仅1元钱，从铁路

职工的通勤车成为山区百姓的致富车，体现了铁路企业的

利益观、大局观和责任担当。

条条班列对接“一带一路”

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发挥铁路运输“绿色低

碳环保”优势，“从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中争取铁路份额，

从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厚植铁路运输优势”，是济南铁路局

五年来一大发展亮点。

对接山东区域发展战略，济南铁路局以绿色运力扩大

海铁联运，中欧班列(威海至杜伊斯堡)、照蓉欧、临满

欧、滨新欧、大朗班列等98条国际国内货运班列开行，为

省内外企业构筑起一条条贸易物流大通道，提升了山东融

入“一带一路”的速度。

深化铁路供给侧改革，网上发货、电话发货、一口报

价、“门到门”全程服务等一系列新措施付诸实施，给货

主带来改革新体验；融入现代物流体系的集装箱货运得到

大力推广，高铁快运等新的货运形式崭露头角。

依托管内“四纵四横”路网骨架，济南铁路局规划

建设23个物流园区，以“互联网+高效物流”为发展方

向，按照现代物流、智慧物流目标，围绕“供应链+平

台+核心客户”的开发思路，以物流信息平台建设和物

流基地建设为核心，充分发挥铁路综合运输优势，整合

路内外物流市场要素和资源，打造覆盖全省、辐射全国

的物流网络。

“齐鲁大动脉”成最亮名片

快速发展的山东高铁汇聚了成千上万累亿的客流，已

成为传播以儒学为重要精神资源的中华优秀文化的先行载

体，感受山东发展、山东形象、山东温度的时代窗口。正

如一位旅客留言：“从高铁服务中看到了‘新山东’和

‘古齐鲁’的合璧之美。”

2015年初，济南铁路局党委提出了“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指导，融合儒家文化精髓和时代特色，丰富既有

品牌内涵，探索打造‘齐鲁大动脉’系列服务品牌”的品

牌升级战略。包括“高铁儒行”“海之情”“阳光家园”

“齐风”“儒苑”等全局24个服务品牌或应运而生，或淬

炼再生。

早在京沪高铁开行之初，有对在南京打工的盲人夫妻

经常在曲阜东站乘车，车站客运人员遇到他们，会主动帮

助他们进站、上车，以为这就是为品牌添彩。但在打造“高

铁儒行”品牌过程，发现这种“一对一”的服务难以适应高

铁时代的批量服务需求。他们分析梳理了高铁开通以来

数以千计的重点旅客服务案例，借助先进完备的高铁服

务设施设备、站长热线和手机APP客户端、高铁站车微信

朋友圈等新媒体手段，实现了“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助。”

五年来，济南铁路局服务品牌建设借助地处圣人桑梓

之邦、儒家发祥之地的优势，集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以

礼为体等儒家风范和责任为先、见得思义、义利相生等儒

商品质于一体，成为打造和展示最美山东铁路形象的特色

亮点。

五年来，一大批“济铁好故事”也走红社会。“拥有

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动车组四个时代七本驾

照”的济南铁路局火车司机薛军，见证了中国铁路的迅猛

发展，成为“飞速前进的中国”标志。获得“中华技能大

奖”的全国铁路首席技师、动车组机械师刘波成为“大国

工匠”的代表和“中国速度”的守护者。仅2017年以来，

就有数百个“济铁好故事”被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中

央主要新闻媒体刊播。这些被称为“中国好故事”的铁路

样本，在社会上传播着强大的正能量，展示着“品质质济济

铁”和“最美山东人”形象。

济南铁路局：

砥砺奋进的“齐鲁大动脉”

①“厚德敬业 实干先行”的济铁员工。

②“我要去北京啦！”2015年9月28日，一位82岁的老人兴奋地乘坐德大铁路第一趟列车进京。

③2015年8月18日，曲阜东站客运员向外籍旅客介绍儒家文化。

④2017年6月24日，中铁集装箱青岛中心站，铁路工作人员向首趟中欧(青岛)班列发出发车信号。

⑤2017年6月26日，拥有七本驾照、见证当代中国铁路发展历程的济南机务段司机薛军在驾驶“复兴号”动车。

⑥2017年9月21日，“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行驶在泰山山麓。

（本版图片由济南铁路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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