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2022年7月4日 星期一 责编龚爱秋 版式宜文 总检张浩要闻

从成渝铁路看川渝巨变

70年前的1952年7月1日，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建成通车，开启了西南经济交流和繁荣发展的新篇章。
70年后的2022年7月1日，成渝之间铁路路网多层次多结构的布局，让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全面提速。
从时速四五十公里的普速列车，到时速350公里的高速列车，成渝间的时空距离一次又一次地拉近。
在四川省区域经济研究会会长、西南交通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戴宾教授看来，成渝铁路的

意义，不仅在于其“开创性”，更在于其对川渝地区发展带来持续的、多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涵盖了现代工业布
局、交通线路布局、城镇发展格局以及空间发展格局，可以说，是搭建起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骨架’。”

在成渝间的铁路线上，有一群默
默守护铁路运输安全畅通的铁路人，

“90后”动车组随车机械师陈瑜就是其
中一员。

陈瑜主要承担成遂渝、沪蓉等线路
的动车组值乘任务，往返于成都、遂宁、
重庆等城市。在值乘工作中，他需要时
刻监控动车组的运行状态，并在动车组
突发故障后开展应急处置，保障动车组
运行安全。

2014年盛夏，大学毕业后的陈瑜
成为了一名动车组地勤机械师。在此
期间，他主动学习业务知识，从动车组
零部件辨识做起，面对从未接触过的动
车组车顶高压部件、车下走行部构件
等，他不懂就问、不会就钻，迅速提升了
业务技能水平。

通过努力，陈瑜被选拔成为了一名
动车组随车机械师。他任随车机械师
以来，安全值乘动车组列车1000余趟
次，安全运行100余万公里，在值乘中

开展大小故障应急处置200余次，保障
了动车组运行安全和铁路运输畅通。

“成遂渝铁路是我值乘的所有线路
中最熟悉的一段，因为这条铁路与我不
仅有工作的联系，它也连接着我的‘回
家路’。”陈瑜说，因为妻子工作的原因，
他和家人定居在南充，所以成遂渝铁路
成了他回家的必经之路。

不论是在成遂渝线上值乘，或是乘
坐列车回家，又或是异地探亲，8年来，
陈瑜平均每月近20天都奔走在成遂渝
线上。“要不是铁路提供的便利，他可能
在家的时间更少。”陈瑜妻子说。

“作为一名随车机械师，工作以来
我看到成渝间的时空距离从数小时缩
短到1小时，见证了成渝双城经济圈
的建设发展，也通过列车上的旅客见
证了成渝间千万个家庭的幸福美满，
我会完成好每一趟列车值乘任务。”陈
瑜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苟春

四川现代工业
沿铁路干线“渐进式”“阶梯式”布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成渝地
区成为我国经济建设和大规模推进工业
化的重要区域。成渝铁路的建成投营，
引发了四川现代工业沿铁路干线‘渐进
式’、‘阶梯式’布局。”戴宾说。

“二五”时期，以成渝的中间节点内
江为中心，建设了以内江机床厂、内江锻
压设备厂、内江棉纺厂等骨干企业为主
的内江工业区。“三五”时期，四川工业布
局继续沿成渝铁路渐进延伸，新建了以
四川空分设备厂、四川手扶拖拉厂、资阳
内燃机车厂为代表的简阳-资阳机械工
业区，以电子、国防为主的隆昌工业区，
以重型汽车为主的双河工业区，以造船
为主的江津工业区。

1956年1月，由成渝铁路引出的内
宜铁路开始建设。“二五”时期，四川以内
宜铁路为依托，新建了东方锅炉厂、自贡
硬质合金厂、长江起重机厂、长江挖掘机
厂等重点骨干企业。“三五”时期，沿内宜
铁路在川南建设了自贡鸿鹤化工厂、邓
关盐厂、泸州天然气化工厂，形成了川南
工业区。

与此同时，以成渝铁路为“主动脉”，
沿线地区又相继修建了109条专用铁
道、专用线，延伸了“毛细血管”。

带动交通线路布局
强化了成渝双核点轴的空间结构

“成渝铁路建设也对四川的交通线
路布局产生了极大影响。”戴宾说，1995
年9月建成投营的四川第一条高速公路
——成渝高速公路，2015年12月建成
投营的四川第一条高速铁路——成渝高

铁，其线路走向也与成渝铁路大体一
致。它们的建成，进一步密切了成渝之
间的经济社会联系，强化了成渝双核点
轴的空间结构。

70年间，成渝线上，火车搭载着旅
客、货物往返其间。在此基础上，两地间
的交通网络逐步完善。

1998 年建成投营的达成铁路、
2005年建成的遂渝铁路、2002年建成
运营的成南高速公路、2015年建成的
遂渝高速公路，以及2020年建成运营
的成资渝高速公路，在既有的成渝南线
基础上形成了连接成渝双核的北线和
中线。“这进一步拓展和巩固了成渝双
核点轴发展的空间格局，提升了成渝双
核的连通度，推动成渝双核相向发展。”
戴宾说。

此外，成渝铁路的建成投营不仅推
动了沿线的内江、资阳以及内宜线上的
自贡、宜宾、泸州等城市的发展，还强化

了这些城市节点与重庆、成都以及相互
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

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改造后的铁路将成出海货运通道

70年光阴荏苒，随着成渝高速公
路、成渝高速铁路以及成资渝高速公路、
成遂渝铁路等的相继建成投营，成渝铁
路的功能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逐渐退出
客运业务，以货运为主。

但在戴宾看来，成渝铁路仍然“年
轻”。

目前，成渝铁路扩能改造正在积极
推进。成都至隆昌段扩能改造已完成预
可研，将按照保留并修整原有线路、并行
新建单线的思路开展改造工程。改造完
成后的成渝铁路原线路承担部分短途货
物运输，运行标准仍在时速80公里左
右。新线按照时速120公里建设并连接
隆黄铁路，使其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西
线通道。

“西线通道全线贯通后，成都至广
西钦州港的铁路将较既有线路运距缩
短近200公里，运行时间将从以往的20
多小时压缩至10小时左右，是四川最
快捷、最经济的出海货运通道，将为四
川南向开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保障。”
戴宾说，成渝铁路（重庆至江津段）也将
变身为沿江旅游观光线，同时开行公交
化列车。

“在‘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
展、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以及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的新形势下，成渝铁路正
在焕发出新的活力，将在新时代治蜀兴
川中发挥新的作用。”戴宾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冰清
实习生 周吴军艳

7月1日，成渝铁路建成通车70周
年，在位于内江市市中区梅山公园的成
渝铁路筑路民工纪念碑前，今年85岁、
曾参与过成渝铁路修建的林正江，向前
来参观的师生们讲述了修建成渝铁路背
后的故事。

“当时我只有14岁。”回忆起自己曾
经参与建设成渝铁路的那段岁月，林正江
仍记忆犹新。1951年，家住郭北镇的林
正江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加入了川南民工
筑路指挥部下辖的内江支队八大队三中
队，参与成渝铁路的建设工作。“当时没有
大型机械设备，我们依靠肩挑背扛、起早
摸黑，完成了建设任务。”林正江说。

而每晚中队文化教员的文化课，更
让他充满干劲。“在筑路的时候还不认识
几个字，到建设任务结束时，我已经能认
识报纸上一半的字。”说起当年在识字上
的进步，林正江脸上露出微笑。

铁路建成后，林正江先后考上了内
江初四中、重庆铁路运输学校，1964年

毕业后分配到了成都火车站成为一名火
车调度员，后来又到内江铁路机械学校
当教员，一直到退休。

同样奋斗在成渝铁路上的，还有林
正江的儿子林勇杰。受父亲影响，林勇
杰也进入了铁路系统工作，现在是重庆
机务段内江运用车间成渝车队党支部书
记。“铁路工作苦是苦，但是对国家的意
义十分重大。”林勇杰说，父亲时常这样
教导自己。

陈美瑾是一名六年级学生，认真听
着林正江的讲述。没坐过绿皮火车的
她，对于成渝铁路的记忆，是每年寒暑假
乘坐高铁从内江到重庆去看望外婆的那
段旅程。“车厢里很安静，速度很快。”13
岁的陈美瑾享受着高铁时代带来的便
利，听完林爷爷的讲述，她对成渝铁路精
神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也更加明白筑路
工人的不易。她表示，现在要好好学习，
多学本领，长大了也要为国家作贡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贾娇

四川省区域经济研究会会长、西南交大教授戴兵：

成渝铁路扩能改造完成后
将成四川最快捷最经济的出海货运通道

“90后”动车组随车机械师陈瑜：

保障动车组安全运行100余万公里
85岁的成渝铁路建设者林正江：

从修路民工成长为火车调度员

老成渝铁路线路图。

戴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