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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 10 月 1 日，
郑州铁路局有线电视台正
式开播。

★1994 年 10 月，郑州
铁路局首次无缝道岔在京
广线石桥车站更换成功。

★1995年1月，成立郑
州铁路局驻北京、上海、成
都办事处。

★1995年10月，在“中
国的脊梁”——国有企业
500强评选活动中，郑州铁
路局名列第三位。

★1996 年 11 月，京广
线郑州至漯河间提速试验
完成。

★1997 年 4 月 1 日，第
一次大面积提速开始，实施
新的列车运行图。郑州铁
路局 106 对旅客列车按新
旧交替计划实现平稳过渡。

★1998 年 10 月 1 日，
第二次大提速，实行新的列
车运行图。

★1999年4月，中国中
西部地区最大的国际集装
箱货场在西安西站建成并
正式投入使用。

★1999年8月，郑州铁
路局首家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试点单位改制成功——
西安铁路工程（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正式挂牌。

郑州因为处于京广、陇海两条线的交
会处，在 6 次大提速中，郑州铁路人为之付
出了巨大的努力。郑州铁路局按照铁道部
要求，以服务中原崛起为己任，对铁路技术
装备和既有线路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升级，

对运输生产力布局和运输组织进行全面优
化，最大限度地挖掘和释放了既有运输资
源的潜力，为同一时期郑州经济社会的发
展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同一时期，郑州的公路、民航也处于大

发展阶段。
铁路、公路、民航，相互补充，相互促

进，郑州的中部枢纽地位更加凸显。
本报记者 王文霞 黄永东 文

唐强 宋晔 李焱 图

一部郑州铁路发展史，见证了郑州百年城建史。
郑州与铁路相伴而生，共生共荣。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写道：“城市不会泄露自己的过去，只会把它像手纹一样藏起来，它被写在街巷的角落、窗格的护栏、

楼梯的扶手、避雷的天线和旗杆上……”铁路，就像郑州掌纹中的生命线，明朗深长，生机盎然。

“郑州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铁路改变了郑州的城市气质
和形象，正是有了铁路，带来了郑州的百年巨变。

19世纪末，在时任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建议下，清政府决定修建
从卢沟桥到汉口的卢汉铁路。由于郑州最适宜修建黄河铁路大
桥，卢汉铁路最终取道郑州。1906年，卢汉铁路通车，成为我国南
北交通的唯一铁路干线。郑州火车站一带迅速成为商贸业最红火
区域。

卢汉铁路修到郑州不久，我国铁路东西大动脉陇海铁路的前
身——汴洛铁路，开始从郑州火车站向开封和洛阳修建，并于1909
年12月建成。两条铁路建成通车，并在郑州交会，构筑成中国铁路
史上首个“黄金十字架”，当时名不见经传的郑州，一跃成为我国铁
路网的重要枢纽。

20世纪初，铿锵驶过的铁路，吸引了大批商人来郑办厂经商。
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现在的大同路、德化街上已是商铺林立、车
水马龙，郑州逐渐成为中原腹地物资集散和交流的重要商埠。

郑州的铁路发展，先后经历清政府统治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
期、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一直到1948年10月郑州解放，成立郑州铁
路管理局，才真正迎来了郑州铁路大发展的良机。

新中国成立初期，历经战乱的郑州尚未恢复元气，铁路建设就
已被当做重要任务提上日程。1952年10月31日，毛泽东主席在时
任铁道部部长滕代远的陪同下视察郑州，看到郑州火车站竟然用
席棚作售票室、候车室，他长叹一声：“我们欠债很多唉。”并当即提
出，要加快郑州车站基础设施建设。

1956年，国家拨专款113万元，对郑州车站客运站进行改造，一
座当时全国一流的候车大厅拔地而起，旧中国留给郑州火车站的
破旧面貌一扫而光。

1958年至 1965年郑州铁路局管内铁路建设也迎来较大发展。
3公里长的新黄河双线铁路特大桥、京广复线、陇海线郑州以西复
线依次通车。1966年至1976年期间，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河南境
内仍建成了焦柳铁路焦枝线月山——魏集段、平顶山——宝丰等
铁路。

1989 年，郑州北站成为我国铁路首个综合自动化编组站。
1991年，郑州北站作业过程已全部采用微机管理，自动化程度、编
组作业量和效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999年12月28日，郑州火车站主站楼落成开通。郑州车站既
是铁路特等客运站，也是全路最大的旅客中转站和行包中转站，被
誉为中国铁路客运的“心脏”。

得益于郑州这一重要的交通优势，1953年，河南省政府驻地由
开封迁往郑州，不仅进一步促进了郑州铁路的发展，更改变了郑州的
城市格局。此后郑州被列入全国重点建设城市，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但郑州城市布局在相当长时间内基本围绕铁路线而展开。郑州的工
业迅速发展，建设六大国棉厂时，许多外地人都是乘火车来郑。

汽笛拉响 千年古都始兴盛

六次提速
郑州枢纽地位更凸显

郑州铁路局所辖区域位于全国铁路网的中心，
京广、陇海、京九三大主干线在此交会，管辖线路横
跨河南、山西、山东三省，通过15个分界口，与周边北
京、太原、济南、上海、西安、武汉等6个铁路局交界。

从1904年建成卢汉铁路至今，经过一个多世纪
的风雨兼程，郑州铁路局已经建成汇集京广、京九、

太焦、焦柳、陇海、侯月、新月、新菏、宁西以及郑西、
石武高铁等多条铁路干线于一体的发达铁路运输
网络。

当前，全局线路营业里程2838.5公里，现有职工
12.2万人，共管辖单位73个，其中运输单位35个、非
运输单位36个，另设郑州、洛阳2个办事处。

如今，郑州铁路局所辖旅客列车最高时速已达
到300公里，货物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60公里。动车
组列车追踪间隔缩短为5分钟，京广、陇海、京九线
等主要干线客、货列车追踪间隔为6分钟和7分钟。
京广线、东陇海线、侯月线、新兖线等4个区段的货
物列车牵引重量由4500吨提升到5500吨。

郑州铁路局

郑州虽有铁路，可在漫长的几十年中，火车速度并不快。新中国成立后，铁路运力和规模有了大幅提高，但一直到
改革开放初期，整体速度仍比较落后。上世纪90年代末的六次大提速，使包括郑州铁路在内的整体运能步入新天地。

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河南籍作家王实味在上世纪20年代写到一次从郑州到驻马店的乘车经历：从晚上8：15乘车，
车厢中被站着的乘客和堆积的行李充塞得毫无空隙，至第二天早晨6时，方才到目的地，耗时近10个小时。

经过新中国成立的基础设施改扩建及改革开放20载的厚积薄发，中国铁路迎来了最值得铭记的时刻。

1997 年 4 月 1 日，是中国铁路可
载入史册的日子。从这天起，铁路自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实施大面积
提速。京广、京沪、京哈三大干线全
面提速，以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武
汉等大城市为中心，开行了最高时速
达140公里、平均旅行时速90公里的
40 对快速列车和 64 列夕发朝至列
车。第一次列车提速不仅是中国铁
路走入市场经济的重要一步，而且成
为铁路发展史上的一次突破。

1998年10月1日，郑
州铁路迎来了第二次大
提速。这次大提速以京
沪、京广、京哈三大干线
为重点。郑州作为京广
线上的重要枢纽，提速任
务繁重。此次提速，最高
运行时速达 140~160 公
里，非重点提速区段快速
列车运行时速达 120 公
里，广深线采用摆式列车
最高时速达 200 公里，其
他线路具备提速的区段
列车运行速度也有一定
幅度提高。

2000年10月21日，全国铁路实行第
三次大提速。这次提速使郑州所在的陇
海、兰新(亚欧大陆桥)、浙赣线等横向铁
路实现增速，中国铁路形成了“四纵两
横”提速网络，覆盖全国主要地区。

2001 年 10 月 21 日，全国铁路实施第
四次大面积提速。提速的范围主要是京
九线、武昌至成都、京广线南段、浙赣线、
沪杭线和哈大线。全路旅客列车平均旅
行速度达到61.92公里/小时，比2000年平
均提高 2 公里/小时。这次提速网络基本
覆盖了全国主要地区。

2004年4月18日，
郑州迎来了第五次大
面积提速。全路旅客
列 车 平 均 旅 行 速 度
65.7 公里/小时，直达
特 快 列 车 旅 行 速 度
129.2 公里/小时，特快
列车旅行速度 92.8 公
里/小时。东北老工业
基地、中部崛起区域、
西部大开发和环渤海
经济圈、长江三角洲、
泛珠江三角洲等国民
经济的一系列战略增
长点通过大提速后的
铁路干线网实现纵横
连接，快速发展。

2007 年 4 月
18 日起，铁道部
又实施了第六次
大面积提速。此
次提速范围包括
京 哈 、京 广 、浙
赣、沪杭、京沪、
陇海、胶济等干
线，覆盖全国 17
个 省 、直 辖 市 。
提速后，我国铁
路既有线提速干
线旅客列车最高
运行时速达 200
公里以上，京哈、
京沪、京广、胶济
等提速干线部分
区段可达到时速
250 公里。这标
志着我国铁路既
有线提速已经迈
入 世 界 先 进 行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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