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 视点 热线电话：（0536）8789199 Email：dzrbwfxw@126 .com

2014年12月12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李敏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单辰
本报通讯员 张兴德

1988年2月27日，益羊铁路正式开办临管
运营。运营当日，为山东30万吨乙烯厂运送了
第一列原盐，拉开了益羊铁路长达26年的货运
历史。

“当时我24岁，1988年3月5日，第一列庄
户列车开通，我被临时抽调，当了7天的列车
员。”12月8日，益羊铁路管理处政治工作部
部长张书亭告诉记者，一晃26年过去了，益羊
铁路适时响应城市发展要求，由市区迁往市
郊，结束了火车横穿寿光城区的历史。

“这些年火车穿越城区，对交通和环境影
响很大，但益羊铁路对寿光经济和社会发展所
作出的贡献不可磨灭。”张书亭说。

新线启用，

城区段旧线开始搬迁
11月19日上午，益羊铁路改线在孙家集街

道边线王村进行拨接。7点开始，以拨接点为
界，工作人员将南段铁轨移到新线轨道，进行
对接；10点，成功进行压道测试；12点8分，
第一列火车从益羊铁路青州王木匠站发车，12
点20分顺利经过拨接点；12点28分驶入新寿光
站。

益羊铁路改线工程南起孙家集街道边线王
村，北至古城街道更新庄村，全线长21 . 9公
里，由南向北穿过孙家集、文家、化龙、古城
等4个镇街，共涉及39个自然村。

“与旧线相比，新线的桥梁数量增加了很
多，建有特大桥两座，大中桥27座，小桥及框
架涵洞共116座。”张书亭说，为避免影响公
路运输与市民生活，新线在与公路交会处全部
建设立交桥，不再产生道口。“不用再每天等
两三趟火车，是寿光人的愿望。”

“以前如果有急事，宁愿绕远路也不走火
车道口。本来算着充裕的时间，一等火车可能
就迟到了。”寿光市民徐雪捷说，“现在火车
不再横穿市区，旧线铁轨也马上拆除，以后出
行就方便了。”

不过，部分住在公园街铁路附近的市民
称，火车轰鸣而过的声音在他们耳朵里早已不
是噪音了，“每天听火车路过，成了习惯，乍
一改线还不适应了。”市民李林海说，“等火
车”是每个老城区居民的记忆，“小孙子哭
闹，一听见过火车咧开嘴就笑，哄都不用
哄。”

旧线运行26年，

惠及企业带动就业
“益羊铁路是我省规划‘四纵四横’铁路

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跨青州、寿光、滨海三
地。”益羊铁路管理处运输部部长杨建平说，
运营初期，铁路主要承担寿光原盐和纯碱外运
的任务，随着运量提升和经济发展，发货种类
趋向多元化，涵盖了煤炭、原油、铁矿粉、成
品纸和化肥等原材料和产品。

“货物越是大宗、运输距离越长，越能体
现铁路运输成本低廉的优势。”杨建平说，26
年来，益羊铁路服务寿光多个大中小型企业，
为企业降低物流成本，创造了实实在在的经济

效益。
1987年，寿光晨鸣集团年产能只有6000

吨，纸张外运主要靠汽运。随着产能的增长和
市场的扩张，汽运成本愈发高昂。“益羊铁路
的出现，很好地解决了企业运输成本高的问
题。”杨建平说，2013年，益羊铁路为晨鸣集
团运输成品纸33万吨，2014年前10个月运输24
万吨，占晨鸣集团成品纸生产总量的12%。

“自运营以来，益羊线寿光境内年货运量
逐年增长。”杨建平说，“由1988年的31万
吨，增加到2013年的430万吨，运量增加了10
倍还多。”益羊铁路全线到发年运量已达2000
万吨。

除货运带来的经济效益外，益羊铁路同样
为寿光发展带来了社会效益。“铁路运输带动

了寿光物流企业的发展，也提供了更多的就业
岗位。”杨建平说，线路的维修养护外包，承
包公司就近雇人，养活了承包者，也惠及了村
民。

一路连三线，

构筑“铁路走廊”
26年来，益羊铁路服务寿光经济发展，提

升了城市竞争力、影响力与知名度的同时，也
深刻影响着寿光的产业结构、交通区位和城市
布局。

“旧线搬迁、新线启用，是益羊铁路的里
程碑。”张书亭说，新线在站场面积、装卸能
力、行车安全性上大幅提升。

“站场扩容，承载量增加；钢轨长度由
12 . 5米变为25米，有效减少了接头缝隙；轨
枕稳定性更强。”张书亭说，益羊铁路改线，
将对寿光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更加积极的影
响。

据介绍，益羊铁路新线北接在建中的德大
铁路，德大铁路将向东连接大莱龙铁路，成为
环渤海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寿光更好地融
入环渤海经济圈。

“中接寿平铁路，将向西一直延伸至邹
平。”山东寿平铁路有限公司总经理娄德孝
说，在益羊铁路的大宗运输货品组成中，除了
煤炭，还有铝矾土。“以前铝矾土海运到港
后，经益羊铁路到青州王木匠站，然后转汽运
到邹平魏桥集团。等寿平铁路全线贯通后，就
可以海运到港后，直接运到邹平。”

“寿平铁路向西直通淄博、邹平等工业重
地，不仅可以带动寿光港的吞吐，更能增强寿
光与两地的工业与交通往来。”杨建平说，
“另外，益羊铁路新线南接胶济铁路，这是影
响全省乃至全国的‘大动脉’。”

“德大、寿平、胶济均为东西走向的横向
线路，益羊铁路南北纵穿三线，构筑了一个难
得的‘铁路走廊’。”寿光市委书记朱兰玺
说，“铁路走廊”筑起后，对寿光的交通物流
布局和局域经济，都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26年“等火车”历史终结，新线纵穿德大、寿平、胶济3大“动脉”

益羊铁路改线完成，寿光城区“合体”

□ 本报记者 单辰 戴玉亮

12月6日，在寿光市农圣街老铁路道口不
足10米的劳务公司院外，李婉鸣正在擦玻璃。
在铁路附近工作近两年，火车和铁路成了她的

“老朋友”，而且每次“到访”，都不能回避。
“说起铁路，真是又爱又恨。”家住古城

街道罗庄村的李婉鸣，小时候经常跑到村附近
看火车，每次看完，她就会跑回家高兴地告诉
母亲，“娘，我今天又看到火车了。”如今在铁路
附近工作，却再也找不到儿时的那般欣喜，
“我在公司做会计，最怕输入数据时过火车，
电脑都跟着打颤，很容易造成数据错误。”

两年间，大家与火车“赛跑”的身影，给
李婉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公司员工大都在
附近租房子，上班路上，眼看着火车来了，赶
紧跑过火车道，生怕上班迟到。”李婉鸣说，
“有时候遇到倒轨、换车头，往往能堵近半个
小时，排队能排出三四里地。”

1990年，当兵回乡的胡俊水在圣城街道沙
阿村东北头建了两个大棚。“离火车道就七八
米，过火车时震得温室薄膜上的露水往下滴，
滴在头上顺着头皮滴哒，还经常塌下土来，很
危险。”

1995年，胡俊水转到村南头建起新大棚，
但与火车的交集却没有减少，他还是全村距离
铁路最近的人，“我家住在村最东北头，离铁
路就300米。”

说起刚通火车时的情形，胡俊水回忆说，
“那时候附近村里的孩子天天结伴过来看火
车，自己觉得离铁路近很骄傲。后来大儿子出

生，孩子一哭我就带他去看火车，不一会他就
忘了哭。”胡俊水笑着说，自己先后经历过蒸
汽机车和燃气机车两个时代，“燃气火车的声
音不再那么响。”

上世纪九十年代，胡俊水目睹过火车载着

碱和原盐运离寿光，和火车将竹竿、煤炭、木
材和南方菜运抵寿光。“那是一段他人不曾有
过的记忆，值得珍惜。”胡俊水对铁路充满了
感情，“50岁的生命里，火车比老婆孩子陪伴
我的时间都长。”

“铁路是寿光的一道靓丽风景，不少人都
来这儿拍婚纱照。”因为在金光街铁路道口旁
经营着一家小超市，铁路的点点滴滴，李陆都
看在眼里。

“在金光街这一排店面里，我的店离铁路
最近。每次火车通过，房东养的狗都会‘汪
汪’叫，嗓子都哑了。”李陆笑着说，生活在
铁路附近，自己比其他人有更多被堵的经历。
“有时赶着出去送货，恰好赶上来火车，被堵
在门口出不去。火车经过时，说话听不见，都
得大声吆喝。”

铁路西迁后，李陆发现了新商机。“应该
会有更多的人来拍婚纱照，我要新上几种鲜榨
果汁和现做甜品，方便年轻人过来歇歇脚，也
尝尝我的新手艺。”李陆说。

“第一次见火车觉得很震撼，心想怎么会
有那么长的车。”圣城中学六年级学生王韵涵
说，“最喜欢和同学一起数火车节数，比比看
谁会数错。”

虽然已与铁路朝夕相处6年，火车在孩子
心目中的新鲜感和神秘感依旧。“下了课我们
会趴在操场墙边，透过墙缝看火车，上课时听
到火车通过也会忍不住走神。”说起自己与火
车的故事，王韵涵说，“小时候，每次火车经
过，我总会问妈妈为什么车厢里没有人，后来
才知道这些火车是拉货物的。”

“以前知道同学家在铁路边上很羡慕，和
同学们一起埋伏在铁路旁的斜坡上‘打游击
战’，真过瘾。”王韵涵的同班学生刘奇峰
说，“铁路搬走了，很想它，以后还要去新铁
路看火车。”

老铁路跟前的“寿光记忆”

□ 本报记者 单辰 戴玉亮

11月12日，寿光面向全市发起“城区铁
路搬走后旧地块怎么建，大家来出谱”的倡
议，共设置电话平台、电子邮箱平台和微信
平台等3个建议收集渠道。截至11月17日16
时，收集建议总数已超过1000条，寿光市民
对于家门口的铁路搬迁及规划建设等表现出
极高的关注度与参与度。

“规划建设景观带，可以借机完善市政
设施，疏通南北‘大动脉’，对寿光地下管
网建设起到历史性推进作用。”通过电子邮
箱平台表达看法的寿光市民魏庆忠称，可以
利用铁路旧线附近总体地势偏低的特点，在
附近区域布置贯穿城市的排水管网，两侧铺
设供水、热力、燃气和通讯线缆等市政管
线，预设管线使其交汇联通，形成贯穿南北
的市政管线大动脉，完善中心城区市政管网
建设。

“参照青岛、赣州等地的地下管网建设
经验，高质量、高标准建设，经得住地理和
历史考验。”持有同样看法的市民尉迟东浩
称。

寿光市区坡降平缓，一遇暴雨容易大面
积积水。建成排水管网后，水流向北排入张
僧河，将缓解城市暴雨期造成的排水压力，
同时起到蓄水作用，减轻城市内涝风险。

“借助水源，适时适地建设景观水面，
调节环境湿度，增强景观协调性，可以保持
生态平衡，保障环境利益。”尉迟东浩称。

今年，寿光在市委十三届六次全体（扩
大）会议上提出，益羊铁路搬迁后，要迅速
启动全长5 . 5公里的景观长廊规划建设，全
力打造贯穿城区的景观带和生态带，真正把
生态、休闲和公共空间还给居民。

“做好益羊铁路城区段两侧景观带规划
设计，有利于提升中心城区基础设施的承载
能力，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寿光市
委书记朱兰玺说。

通过建议收集发现，市民普遍认为建设
景观带和生态带，切合寿光实际。“添绿于
城，还绿于民，是件大好事。”市民李行闵
说，城市绿地系统是有生命力的基础设施，
在保持城市生态系统平衡、改善环境质量和
凸显城市文明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随着物质生活不断丰富，市民的休闲时

间也在不断增加。有消息称，我国将在2020
年总体进入“休闲时代”。“目前，寿光城
区布局向东发展，住宅区、学校、企业总部
群、景观带临河兴起，沿弥河生态风景区成
为群众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朱兰玺称。

老城区住宅集中的地块，除了1991年建
成的仓圣公园，缺少规模化的生态风景区。
如果铁路旧线地块建成景观带，将为老城区
弥补这一“遗憾”。

“从市民角度讲，生态景观带可以为广
大市民提供开放的公共绿地、休闲广场和景
观公园，打造绿色健康的休闲环境，满足中
西城区市民的户外活动需求。”朱兰玺称，
从环境角度讲，生态景观带可以成为城市的
又一叶“绿肺”，起到净化空气和水源，控
制噪声，缓解城市的“热岛效应”。

如今，保留城市记忆已经引起各个城市
的重视，如何延续城市文脉，成为众多城市
面临的课题。“建设景观带的时候，如果保
留一段铁轨、一个火车头或者一个信号灯，
对其进行景观化改造，不仅是为城市添绿，
更是为城市保留记忆，兼顾历史文化和长远
利益。”李行闵说。

□ 本报记者 单辰 戴玉亮

11月20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大西环沿线的新
寿光站，看到益羊新线采用高架桥铁路，火车站和
铁轨全部建在高于地面三四米的平面上。登高望
远，只见一辆载满货物的火车缓缓出站，一路加
速，很快消失在视野中。

“从昨天中午第一列火车驶入到现在，寿光站
共接发火车22趟，运行情况一切正常。”寿光站站
长张益昌说。跟随张益昌来到运转室，值班员刘
正、张为东正聚精会神地盯着眼前的2台行车闭塞
设备。

“这是我们的眼睛，接发车都得靠它。”刘正指
着屏幕上一条线路告诉记者，“这条线路没有标红，
证明区间空闲，如果青州站请求闭塞（接车），我们就
可以按照流程确认区间空闲，接受预告。”

说起调度员的工作，张为东称并不神秘。他从
旁边书柜中翻出一本手册，手册上详细标示着接发
车流程：值班员在接到请求后，需要先确认有无区
间空闲，如有，就接受请求、办理闭塞手续。然
后，听取前一站开车通告，确认接车线，开放信
号，等列车接近时，开通区间，接车并报点。

“不管接车、发车，火车到达之前都要履行这
套程序。”张为东说，“一次值班24小时，平均不
到一小时一趟车，既要调度又要记录，几乎没有空
闲时间。”

“相比之前，新站在设备、站场容量、业务能
力上都有了很大提升。”张益昌说，老车站的行车
闭塞设备采用的是老式机电设备，半人工控制。现
在的闭塞设备采用微机联锁，实现了设备自动化调
控。“设备自动化程度提升也有效解放了人力，车
站人员由原来的43人缩减到28人，科技就是生产力
啊。”张益昌感叹。

在寿光站货场，张益昌介绍，站场扩容主要体
现在三方面，一是火车线路增加到7条，承载火车
数量增多，运力有效提高。二是到发线有效长加
长，以前只能接发寻常列车，“现在500米的超长
列车和特殊列车都不在话下。”三是货场容量扩
大，硬件设施和客户承接水平上了一个台阶。

“以前老铁路横穿城区，散堆货如煤粉等影响
环境，不允许发送，火车运送物品通常局限于晨鸣
和联盟的版纸、化肥。现在，寿光站可以承接散堆
货业务了。”张益昌说。

上了轨道，身穿安全服的工人正三三两两地沿
铁路巡视，检查铁路两侧的螺丝是否拧紧。“我们
这是第二天上岗，干活儿必须打起精神。”52岁的
铁路工人孙向明说，“因为我们来，车站新成立了
一个机动科，我们就成了‘铁道游击队’，哪有需
要我们去哪里。”

新车站的铁路工人大都来自孙家集街道附近的
村庄，经过培训上岗。“铁路一招工我们就报了
名，以后，我们也是有正式工作的人了。”孙向明
笑着说。

记者临走前，碰上马茂秀、崔艳萍、刘玉梅三
位老人骑着自行车前来“探望”新火车站。“我们
早上8点半就出发了，谁知道走错了路，差点绕到
广饶。不过我们没放弃，骑了两个半小时，终于看
到了。”崔艳萍说，“新火车站真是又壮观又漂
亮，这一趟没白跑。”

马茂秀已经70岁，刘玉梅、崔艳萍也已经60
岁，骑行几十里实属不易。“昨天吃完晚饭，我们
三个外出散步，走到老火车站就想到，在铁路跟前
生活了几十年，它这一搬走，感觉像少了什么。”
刘玉梅说，于是，三人合计20号骑车来探望“老朋
友”的新面貌。

新铁路，新起点

铁路迁走后，旧地块能干啥？
建设地下管网，打造生态景观带，保留铁路元素再改造

□记者 单辰 通讯员 窦圆娜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近日，在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旅

游局、中国奥委会和安徽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2014中国体育文化、体育旅游博览会上，寿光市申
报的林海生态博览园获“2014年度中国体育旅游精
品景区”称号。

林海生态博览园是寿光市国有机械林场依托滨
海国家湿地公园倾力打造的一处集体育健身与生态
旅游为一体的休闲运动胜地。公园内不仅有大面积
滨海盐田湿地、芦苇沼泽湿地、经济林形成的独特盐
碱湿地景观，还建有东方不沉湖、休闲垂钓中心、水
上运动中心、高尔夫练球场等多个体育健身项目。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今年，位于寿光的山东英利实业

有限公司年产3万吨溶剂法纤维素纤维项目、山东康
成木材有限公司年产21万立方米集成人造板及21万
立方米中密度纤维板项目、寿光市鲁丽木业有限公
司年产30万立方米刨花板项目的进口设备获得国家
发改委免税确认书批复，免税额分别为5228万美元、
1535万美元、3366万美元，共计10129万美元。

为支持“机器换人”战略实施，寿光市发改局
立足职能，积极为企业做好进口设备免税工作。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日前，省财政对全省综合考核排

名前20名的示范镇，按照每镇800万元的标准予以
奖励。寿光的侯镇、羊口镇入选。

这笔奖励资金将由各市(县)统筹用于相关示范
镇建设，以进一步提升示范镇综合承载能力和内生
发展动力。

山东“百镇建设示范行动”实施以来，示范镇
发展势头迅猛。2013年，全省新增100个示范镇，
200个示范镇共实现地方财政收入258亿元，较2012
年增长了41%，镇均财政收入达1 . 29亿元，是全省
平均水平的2 . 2倍。

林海博览园

获“旅游精品景区”

三企业进口设备

获免税1亿美元

侯镇、羊口

获省示范镇奖励

11月19日12
时8分，益羊铁
路新线首趟列车
开行。

今年3月28日，益羊铁路架梁时的场景。


	2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