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西北首条铁路迎来通车，首趟列车从茂县发出

坐上动车
走向更广阔的人生舞台

用青初1997年出生在阿坝州壤塘
县，她第一次坐动车是在2015年。那
时她在阿坝师范学院读书，和同学坐动
车从都江堰到青城山游玩，“高铁真快
呀，乘务员的制服也好看。”她说。

2018年，临近毕业，成都客运段到学
校招聘，用青初果断报了名。“全校400多
人报名，当时我一看那场面吓一跳。”她
回忆。虽然竞争激烈，但是用青初仍然
凭借姣好的外形条件和突出的语言表
达能力脱颖而出，成为9名录取者之一。

初入客运段，用青初值乘的是成都
至上海的普速列车，心理上不免有些落
差，“要熬夜，离家也远，春运人多的时
候更辛苦。”2021年，她抓住机会通过
了任职资格考试，从普车转到动车，并
很快转为预备列车长。

“如果没有在铁路上班，我可能会
留在家乡当老师。”用青初说，“这份工作
让我有机会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
界，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我觉得挺好。”

回馈家乡
在阿坝首条铁路上服务旅客

用青初第一次听说川青铁路（原成
兰铁路）是在初中：“当时只知道修了很
长时间，并没有特别关注。”

加入成都客运段后，她不断听同事
说起川青铁路即将开通，以后回老家就
更方便了。从那时起，她内心就开始期
待：“我是阿坝州的，有语言优势，当然
想在首发列车上值乘了。”

带着这份期待，用青初通过选拔成
为列车长，与冬拉、俄尖泽里、灯更罗吾
一起组成了“高原格桑花班组”，如愿在
首发列车上服务旅客。

开通2个月前，班组开始各种岗前
培训，包括业务理论、线路问题应急预
案、礼仪培训等多个方面。“这条是新线，
我们都不熟悉，而且线路从高川以上都
是隧道，我们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她说。

不过，作为来自阿坝州的藏族乘务
员，高原格桑花班组值乘这条线路还是
有天然优势的，“我们可以双语服务，也
比较了解少数民族的忌讳和习惯。”用
青初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曹菲
实习生 杨蕊墁

11月28日，当清晨第一缕阳光
洒在大地上，阿坝州茂县的群众已经
按捺不住内心的欢腾。这一天，川西
北首条铁路迎来通车，首趟列车将从
茂县发出。

11点06分，随着C6008次列车从
茂县站发出，阿坝州一步迈入动车时
代。今后，成都至茂县、镇江关的最快
旅行时间分别缩短到55分钟、86分钟。

从2011年开工建设到2023年通
车运营，川青铁路青白江东至镇江关
段（以下简称“川青铁路”）历时12载
终于建成，这条高原“天路”凝聚了无
数建设者的坚守与付出。

喜悦
专程买票体验首发

载歌载舞庆祝家乡通铁路

28日早上9点多，家住茂县渭门
镇的戴先生早早来到茂县车站，他此
行的目的很纯粹：“动车开到家门口
了，很激动，专门买了首发车票来体
验。”

同样专程来见证首发的，还有中
铁八局十多名参与川青铁路铺架的
建设者。“这是我参建的铁路中难度
最大的，我们从2015年开始铺架，8年
奋战终于迎来通车，太不容易了。”中
铁八局站前1标项目书记李翔宇说。

不同的初衷，相同的行程。到达
茂县车站后，他们立刻被站前广场上
的欢乐氛围吸引——广场上，来自阿
坝州各个地区的藏族、羌族、回族同
胞穿着民族特色服饰，跳起节庆时的
舞蹈，唱出内心的欢喜，庆祝家乡通
铁路；广场外，居民从四面八方赶来，
争当这历史性时刻的见证人。

“没见过这么盛大的场面，太感
动了。”围观人群中，74岁的张大秀激
动地说，“终于等到这条铁路通车了，
我不仅要来看，以后还要去坐。”

艰辛
一边研究一边建设

许多创新技术在这里诞生

从2011年开始建设到2023年通
车运营，川青铁路正线206公里，整整

修了12年。作为建设负责人，成兰铁
路公司成兰指挥部指挥长肖霞林最
懂其中艰辛。

“施工阻碍太多了，有些是中国
铁路建设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
的。”他说，这条线路穿越地形梯度差
最大，线路海拔从500米陡增至2500
米；地质构造最为复杂，11次穿越活
动断裂带。因此，川青铁路几乎是一
边研究一边建设的铁路，施工期间，
仅国铁集团批复的课题就有16个，许
多创新技术在这里诞生，为全国山区
铁路建设提供了指导和借鉴。例如
在榴桐寨隧道，建设者创新采用长短
锚杆组合支护技术，形成内外拱圈、
衬砌三层支撑，解决了1.3公里软岩
大变形难题。

作为世界首条穿越8级大地震灾
害核心区的铁路，保证线路安全是建
设者们考虑的核心问题。为了加强
隧道安全性，建设者在洞内结构上创
新突破，仿造动物脊柱造型，让隧道
兼具刚度与韧性，能够承受外力带来
的一定程度扭曲和错动。

展望
游客出行更便捷

阿坝州旅游将全面激活

作为阿坝州首条铁路，川青铁路
带来的变化是真真切切看得见的。

茂县“六月红”花椒合作社理事
长何有信，见证了茂县到成都时空距

离从10多个小时缩短到3个小时、再
缩短到现在1小时不到的变化。“铁路
开通后对我们的农副产品走出去带
来了极大的便利，我相信茂县的农副
产品会走得越来越远。”他信心满满
地说。

“随着铁路的开通，阿坝州的旅
游资源将全面激活，游客到阿坝州来
旅游，将会体验到更具便捷性、舒适
度和安全感的出行方式。”阿坝州文
体旅局党组书记陈顺清说，这条铁路
线开通后，以九寨沟、黄龙等为代表
的高品质旅游景区正式进入成都平
原2小时旅游圈，游客可以便捷抵达
这里，白天滑冰雪，晚上泡温泉，在蓝
天白云下享受高原风光。

▼▼
坐动车去黄龙九寨
接驳方式看这里

川青铁路青白江东至镇江关段
开通后，共设青白江东、三星堆、什邡
西、绵竹南、安州、高川、茂县和镇江
关8个客运车站。线路开行初期，每
日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18列，成都东
站至三星堆、绵竹南、茂县、镇江关
站，最快分别为18分钟、31分钟、55
分钟、86分钟。票价方面，成都东至
三星堆、绵竹南、茂县、镇江关二等座
票价分别为21元、32元、63元、106元。

目前，川青铁路仅开到镇江关，
旅客坐动车抵达终点后，如何去各个
景区呢？

阿坝州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成都
东至镇江关段开通后，为保障临时应
急开通期间出站旅客高效集散，将由
大九旅公司提供铁路应急开通期间
镇江关站至松潘县城免费接驳服
务。免费接驳车辆按照火车到站及
送站时间组织运行，始发地分别为镇
江关站前广场和松州客运站。前往
黄龙、九寨沟景区游客可在松州客运
站乘坐景区直达班车。待川青铁路
成黄段全线开通后，松潘站将开通直
达黄龙、九寨沟景区直通车，黄龙九
寨站将利用川主寺客运站组织旅游
客运包车。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曹菲
冷宇梁家旗摄影杨涛

新闻多一点

11月28日，川青铁路青白江东至
镇江关段正式通车。首发列车上，用青
初、冬拉、俄尖泽里、灯更罗吾4名来自
阿坝州的藏族乘务员组成“高原格桑花
班组”，用当地语言亲切服务旅客。作
为列车长，用青初对这一天期待已久：
于私，铁路修进阿坝州，80岁的外婆第
一次见到动车，她很开心；于公，铁路将
家乡美食、文化带到更广阔的世界，她
成为交流互通的助力者，倍感荣幸。

首发列车长用青初：
铁路将家乡美食、文化

带到更广阔世界

首发班组与列车合影。成都客运段供图11月28日，茂县站附近，川青铁路上的列车穿行在群山中。

11月28日茂县站，各族群众欢庆
列车开进阿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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