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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渝铁路看川渝巨变

殷竹君22年的列车值乘岁月，有18年时间都往返于成渝两地，先后担任列车员、值班员、列车
长、动车列车长，她的青春岁月和成渝铁路的变迁紧密交织。

殷竹君工作之初，成都到重庆的火车运行时间需要13小时左右；2020年，成渝高铁复兴号开
通，成渝双城实现一小时互通，每天百余对列车公交化运营。从13个小时的颠簸前进到1个小时
的快速通达，殷竹君既是见证者、参与者，更是受益者。“根本没有想到发展这么快！”她感慨道。

初为列车员
熬夜晕车让她整个人消瘦不少

今年40岁的殷竹君是广元人，宝成
线就在她的家门口，童年的记忆总是不
免和铁路联系在一起。和小伙伴追火车
的场景，仿佛就在昨天，火车“哐当哐当”
驶过家门，她闭着眼就能分辨出经过的
是客列还是货列。

2000年，殷竹君18岁，成为了一名
列车员，值乘从成都开往广州的K191次
列车。列车全程运行40多个小时，其
中，光是成都到重庆就要开13个小时。

刚开始的一个月，殷竹君几乎是在
晕眩中度过，熬夜、晕车带来的不适感，
让她整个人消瘦不少。不过，殷竹君吃
得苦，很快适应了列车上的生活。

站多车次少，车内没有空调，人挤
人、行李叠行李，空气中混杂着各种气
味。“毫不夸张地说，有时通过一节车厢，
需要二十来分钟。”殷竹君回忆，即使是
冬季的成渝线列车上，车厢里也是又闷
又热，她在10多节车厢里来回走动，汗
水几乎就没停过。

那时，成都到重庆的车票大约三四
十元一张，殷竹君最多一年为乘客补过
16万元的票。“不像现在基本都是100元
的，当时角票、一两元是普遍现象，每次
都带回来一大袋钱。”

当时往返一趟要三四天时间，照顾
女儿的任务自然而然落到了父母身
上。殷竹君女儿今年17岁，因为工作
原因，她陪伴女儿的时间少之又少。经
常她出门时女儿还没起床，回家时已经
是半夜，殷竹君选择用小纸条的方式和
女儿沟通，小小的纸条上密密麻麻写满
了叮嘱。

从18岁刚入路的小女生，到现在已
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并成长为独当一

面的列车长，回想22年的值乘经历，殷
竹君感慨颇多。

由于长时间的站立，殷竹君也落下
了骨质增生、腰间盘突出等职业病，膏药
成了她出行必备的药品。

列车一次次提速
让她空闲时可以欣赏沿途风景

2006年，成遂渝铁路通车，成都到
重庆只需4小时，运输能力大幅提升，大
大方便了旅客出行，但列车依旧趟趟爆

满，好在车厢里不再闷热，绿皮车已经全
部更换成了空调列车，乘车体验更舒适。

2009年，“和谐号”动车组亮相成
遂渝铁路，成都与重庆的时空距离被
压缩至两小时。殷竹君值乘的列车内
总算不那么拥挤了，空闲时间，她总喜
欢坐在窗边欣赏沿途风景，“最开始都
是砖瓦房，如今沿线房子修得越来越
高，越来越好。”

随着高铁路网建设日益完善，动车
开行越来越多，2016年，经过层层选拔，
殷竹君顺利获得了动车组列车长资格。

殷竹君本以为，她将离开陪伴她16
年的成渝线，但缘分就是如此奇妙，她值
乘的成都东至广州南的G314次列车，仍
然经过成渝铁路。

动车对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殷竹
君也在值乘中一步步成长。虽然工作内
容周而复始，但殷竹君严格按照标准，为
旅客提供贴心周到的服务。

2020年，复兴号动车组来到成渝
间，让两地实现1小时直达。从老成渝

线走到成遂渝线，再走到成渝高速线，列
车速度越来越快，车上的各种服务设施也
越来越完善，所有商品都可扫码支付了。

郑渝高铁开通
重回成渝线续写“成渝故事”

2017年底，G314次列车停运，因为
殷竹君能力出众，她的班组变成了“流动
班组”，每次新线开通时，殷竹君总会先
去值乘，适应线路，把途中容易出现的风
险点、风险区段等情况记下来，回来后组
织大家一同学习。她本以为，陪伴她近
18年的“成渝故事”也要画下句号。

然而，故事在今年起了变化。6月
20日，郑渝高铁开通，“八纵八横”高速
铁路网更加完善，成都至北京再添新通
道，“原来去北京走西成，现在还可以走
郑渝，不仅成渝往返快，出川渝也有了更
多通道。”殷竹君再次踏上了成渝线。

作为列车长，殷竹君就如陀螺一般，
一路上忙个不停。她偶尔会怀念在普通
列车上工作的日子，忙完后还能看看窗
外的风景，但如今成都到重庆一个小时
就到了，她在这段时间里，要例行巡视检
查、办理补票业务，刚忙完就到站了。

难得休假时，殷竹君会带着全家出
游，高铁是首选。平时都是服务乘客，难
得自己当一回乘客，她觉得无比舒心惬
意，脑子里紧绷的那根弦也可以暂时松
弛一下。

“成都东站，就要到了……”这是奔
波在外的旅客听到的最悦耳的声音，
也是殷竹君最喜欢听到的声音。“我是
成渝铁路从慢到快的见证者、参与者，
也是受益者，列车速度不断提升，我可
以用更快速度回家，有更多时间陪伴
家人。”她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钟晓璐
受访者供图

川渝两地于近日共同启动共建巴蜀
文化旅游走廊重大活动，并发布了“川渝
一家亲——景区惠民游”免费送门票活
动。德阳市深入参与共建巴蜀文化旅游
走廊，其境内的三星堆博物馆、白马关景
区、中国香山·寿香谷、九龙滑草场等9
个景区，将免费送出4万张门票，赠送给
川渝游客。

日前，《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规
划》（下称《规划》）发布，提出到2035年，
将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成全国文化旅游
发展创新改革高地、全国文化和旅游协
同发展样板、世界级休闲旅游胜地。那
么，德阳将如何深度参与？

德阳市副市长何苹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规划》在构建巴蜀文化保护
传承利用体系，推进世界级休闲旅游胜
地建设，打造巴蜀特色文旅消费目的

地，深化区域协同发展等四个方面给予
明确的指导，对德阳未来发展意义重
大。德阳将紧紧围绕这四方面重点任
务，本着“空间同构、功能同建、产业同
联、基础同网、服务同享、生态同保”的
思路，深入参与到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
设的各项计划中去。

在文旅融入成都都市圈方面，何苹
介绍说，无论从文化资源、文旅业态，还
是从地理位置、历史积淀来看，德阳融入
成都都市圈都有着先天的基础和广阔的
发展空间。德阳将做强“一核一带”，紧
紧围绕“建设成都文旅经济发展核心区”
和“环成都文旅经济带”，推进旅游交通、
旅游产品、精品线路、市场营销、文化建
设“五个一体化”，与成都共建世界重要
旅游目的地。在融合“两山两环”上，以
龙门山、龙泉山为纽带，加快推进龙门
山、龙泉山旅游环线建设，与成都共建生
态旅游联动发展区。在沿龙门山区域，
主要推动龙门山轨道旅游环线、山地公
路旅游环线及低空旅游路线共建共享，
打造成德同城国际化慢生活山地休闲旅

游目的地。在环龙泉山区域，主要依托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建设，加快建设以
徒步穿越、户外露营、汽车营地、自行车
骑游等为重点的户外运动基地。

何苹表示，德阳将积极融入成都“三
城三都”建设，积极参与举办全省“1+N”
品牌节会、打造区域精品旅游线路。另
一方面，围绕“三城三都”建设，深化“文
创名城、旅游名城、赛事名城、美食之都、
音乐之都、会展之都”等合作，提升“节会
展演赛”合作水平，形成协同发展、错位
发展的态势。

德阳还将结合实际，与成都联手打
造四大文旅精品线路，包括依托三星堆
遗址保护利用示范区、金沙遗址、江口沉
银博物馆等打造“大遗址”；依托成都大
熊猫繁育基地、德阳国家大熊猫保护示
范区等打造“大熊猫”；依托武侯祠、白马
关、剑门蜀道等打造“大蜀道”；依托东郊
记忆、二重、东电、东汽、金鑫公司等打造

“大三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王祥龙

图据德阳文旅

白马关景区。

列车长殷竹君：

从13小时到1小时见证成渝线22年巨变

殷竹君在列车上为旅客服务。

深入参与巴蜀文旅走廊建设

德阳将联手成都打造文旅“四大精品”

列车长殷竹君。

三星堆博物馆展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