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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的最后一
天，淄博首条轨道交通线
路，淄博至博山铁路改造
工程建设启动仪式在淄川
举行，始建于1903年的张
博铁路将迈入双向奔赴的

“电气化时代”。
即将迎来新生的张博

铁路，不仅直观展现了中
国铁路百余年的发展历程
与时代风貌，也承载了一
代又一代淄博人难以忘怀
的成长记忆。这段全长约
39.6公里的铁路，见证了城
市的变迁，也恰似一缕根
植于淄博人心间的乡愁。
如今，我们凝望古朴厚重
的路轨站台，憧憬改造后
的样子，每个人都能邂逅
到别样的风采，也庆幸这
座城市迎来建设“九个现
代化新淄博”的未来与希
望……

乡愁

作为全国为数不多的
组群式城市，淄博有一条
人人熟知的百年铁路及市
内列车。这趟最初为蒸汽
机车牵引，后改为柴油内
燃机车牵引的市内列车，
联通了淄博北部平原和南
部山区，拉近了区县与区
县的距离，成为沿线居民
和厂矿职工访亲走友、上
下班出行最重要的交通工
具，为淄博市及沿线区县
的交通运输和城市发展发
挥了巨大作用。1997张博
铁路开通“回归号”列车
后，淄博的市内列车运输
更是红极一时。遗憾的

是，随着公路客运的飞速
发展及胶济客专的建造完
成，落寞到仅留一班的市
内列车停运，张博铁路于
2008年告别了客运历史
舞台。

虽然已经退出历史舞
台，但与这条铁路的有关
的任何消息，都能牵动每
个淄博人的神经。因为
这不仅仅是一趟市内列
车，还载满了柴米油盐的
市井人生，浸染着岁月流
年的人间烟火。

目前，张博铁路主线
上有淄博（老张店站）、南
定、淄川、大昆仑和博山
五座车站，只办理货运业
务，不办理客运业务。始
建于1899年的博山站位
于博山城北孝妇河西岸，
是张博铁路的终点，至今
还保留着德国风格的站
房、水塔等百年建筑。博
山人对这座山城的浓浓
乡愁，在中共淄博市委、
市政府机关所在地由博
山迁往张店后展现得淋
漓尽致：越来越多的博山
人不得不外出打工，却宁
愿饱受在张博铁路上通勤
赶班的舟车劳顿，也不愿
在外安家。

始建于1904年的淄川
站，位于淄川城北的三里
沟村，其老建筑已全被拆
除，目前使用的站房为上
世纪90年代改建。站在淄
川火车站的指示牌旁，网
友“自由风格杂货铺”仿
佛 穿越回了30多年前，

“小时候我经常从这里坐
火车到张店，也因此喜欢

上了这个‘钢铁巨龙’，如
今一晃30几年过去了，虽
说老家经常回，但车站却
几 经 路 过 ，仍 无 暇 去 看
看。”很小就离开家乡的

“自由风格杂货铺”对淄
川印象并不深刻，但火车
站却深深地烙在了记忆
中，“小时候坐火车去张
店是件很方便也是件很时
髦的事，而张店至博山的
客运列车经过这若干年的
运运停停，终于也在2008
年退出了我们的视野，至
今仍念念不忘。”

情怀

近两个甲子的时间，
胶济铁路在岁月的洗礼
下，不断变迁着：胶济铁路
济南站成了铁路博物馆，
青岛站移位，大港站、坊子
站、周村站被淘汰，老潍县
站、张店站更迭了……唯
独 博 山 站 依 然 以 原 貌
示人。

在网友“老张拉呱”
看来，张博铁路和与之相
连的博八铁路是山东省乃
至全国屈指可数的原生
态百年铁路，是当今中国
很有纪念意义和历史价值
的文物，“张博铁路的一
边是美丽的孝妇河，一边
是车水马龙的张博公路。
坐在火车上可以欣赏到
淄博的大美风景，张店的
天 主 教 堂 、杨 寨 的 古
塔……还有山东最大的
铝城、瓷都。”

这无疑是一条承载着
淄博人情怀的路线。正如

“老张拉呱”所说，“沿线跨
孝妇河的青龙山铁路大
桥、怡园、因园、北亭子，还
有‘桥上流水、桥下走人’
的后乐桥、担山桥，颜神八
景‘黑山暮雨雁飞斜，峨岭
晴岚啼乱鸦’，青龙山坡切
出山崖露暴着巨大的地质
剖面，褶曲、断裂的页岩、
石灰岩显示生动细致，它
是地壳运动的真实记录，
具有独一无二的旅游观赏
价值。”

对于张博铁路，每个
人都有自己的情怀所在，
这种情怀甚至带有某种执
念，比如有人希望这条铁
路尽可能保留原貌，成为
这座城市一道见证历史的
风景线；比如有人希望改
造成旅游观光绿皮火车，
发挥旅游和历史文化保护
与齐文化、孝文化传播等
多重作用，带动山区乡村
经济发展……所有的这些
执念，其实都是热爱家乡
的一种独有情怀的直观
体现。

正如网友“自由风格
杂货铺”所说，“公交车在
（淄川）三里沟交错穿行，
这就是站前街，原来那些
卖小吃的平房在机械的轰
鸣声中早已被夷为平地，
一幢幢正在拔地而起的高
档住宅楼，一辆辆飞驰而
过的汽车，一拨拨行色匆
匆的游人，老街旧貌已换
新颜，可街头的老树依旧
那么挺拔，巷尾依旧还是
那三三两两的老大爷端着
紫砂壶，原来，老地方还是
那老地方……”

希望

8月的最后一天，淄博
至博山铁路改造工程建设
启动仪式在淄川举行，张
博铁路客运迎来了新的
希望。

对于许多老淄博人而
言，张博铁路虽然“暮年垂
老”，但对它却一直有种挥
之不去的情结，特别是自
小与它打交道的人，难于
言表青涩滋味和美好青春
记忆。

“它确实为淄博的发
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也伴
随着我们成长起来，但它
现在确实很难再出力了。”
8月31日，家住淄博市张店
区世瑞苑小区的吴桂香老
人告诉记者，看着张博铁
路就那么静静地躺在那
里，任凭风吹雨打，他们这
些老一辈人也于心不忍。

“依稀记得，童年的我
跟随母亲，坐上张店到博
山的小火车，去探望爷爷
奶奶，而当今天我知道这
条铁路要改造之后，心里
别提多开心了，仿佛一下
子又回到了从前，希望它
快快建成。”经常开车往返
于张店和博山的市民张先
生告诉记者。

铁路伸向远方，将距离
拉近，将你我拉近。

希望百年铁路能够再
次发挥市内客运轨道交通
的优势，成为淄博市乃至
山东省一道独特的风景
线，也为缓解淄博市和沿
线城区的交通拥堵开辟一
条新路。

淄博这条铁路，寄托多少乡愁和希望
王继洋 孙良栋

淄博8月31日讯 今
天上午10点38分，淄博至
博山铁路改造工程建设启
动仪式在淄川举行，百余
年张博铁路将告别单线行
驶的“内燃时代”，正式迈
入双向奔赴的“电气化时
代”。作为“十四五”期间
全国首条利用既有线改造
市域铁路项目，将被打造
为具有引领示范带动作用
的样板工程、精品工程。

淄博至博山铁路，常
被称为张博铁路，始建于
1903年，是当时胶济铁路
唯一的一条支线铁路，奠
定了这座城市的发展变
迁，淄博人民对这条铁路
有极深的感情，实施改造
是几代淄博人民的心愿，
也是淄博转型升级的迫切
需要。改造后全长约39.6
公里，双线电气化，将成为

全封闭全立交国铁I级铁
路，采用4编CRH6F动车
组，公交化开行动车组，速
度目标值100公里/小时。
原淄博站、淄川站、大昆仑
站和博山站将增加客场，
同时新增南定北、双杨、淄
川南、博山北（白塔）4个客
运站，站站停列车，运行时
间约40分钟，大站停列车
运行时间约30分钟。工程
计划建设工期为3年，总投
资54.41亿元。

此次改造工程意味着
张博铁路正式迎来电气化
时代。开通运营后，将大
大缩短淄博市各组团间的
出行时间，提高沿线居民
出行效率和舒适度，拉近
中心城区与南部组团间的
时空距离，进一步提高客
货运输能力，降低运输成
本，减少机车燃油带来的

能源消耗和环境影响。
作为“十四五”期间全

国首条利用既有线改造市
域铁路项目，国铁集团、淄
博市委市政府拟将其打造
为具有引领示范带动作用
的样板工程、精品工程，为
胶济铁路市域化等项目建
设、运营等提供有益借鉴。
张博铁路改造工程项目有
多项创新：在建设模式上，
利用既有张博铁路改造开
行 市 域 列 车 仅 需 投 资
54.41亿元，较新建轨道交
通节省投资约160亿元，直
接经济效益可观；其次，改
造完成后，张博铁路将采
用高峰图、平峰图、周末
图、假日图等多种运行图
结合，与城市公交结合，根
据客流变化调整停站方
案，力求运营效益最大化、
服务质量最优化。同时采

用铁路客票与城市公交客
票系统共用模式，通过单
程票或公交卡、市民卡等
途径，满足多样化出行需
求；在交通模式方面，利用
现有张博铁路开行动车
组，同时对淄博站实施改
造，新建南站房，改扩建北
站房，增设张博铁路候车
区域及上下车通道，并预
留城市轨道交通换乘区
间，实现多种交通方式无
缝换乘。在进站设置上，
考虑采用城市轨道交通、
城市公交一票制，便捷旅
客换乘，打造“轨道上的淄
博”“半小时通勤圈”。

张博铁路改造工程通
过淄博站新枢纽将高铁、
普铁、市域铁路、城市轨道
交通和城市公共交通进行
有机衔接，搭建起便捷顺
畅的城市交通网，实现

“五网融合”，以此为依托，
打造以沿线客站为原点的
经济微中心，进一步优化
沿线城镇、产业、人口等布
局。同时，公交化开行市
域列车，有利于南部城区
与中心城区间经济文化交
流，引导更多客流进入南
部山区观光旅游。改造
后，有望成为辛泰线网红

“绿皮车”之后的又一网红
铁路线的张博铁路，将有
力发挥串联效应，集聚沿
线资源要素，激活老工业
区发展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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