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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9 月 26 日，中部内陆腹地连接海峡西
岸的第一条快速铁路——向（塘）莆（田）铁
路在江西、福建两省人民的热切期盼中开
通运营。这条 632 公里的钢铁巨龙，为中
部崛起和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增添了新的
强劲引擎。

在向莆铁路开通前夕，记者一行以莆
田港为起点，沿着向莆铁路，依次经福建的
莆田、三明和江西的抚州、南昌等地，一路
采访这条承载着两省人民殷切梦想与期望
的铁路的建设历程，以及给两省经济社会
发展带来的巨大影响。

梦想之路：
为沿海和内陆辟通道

老家在福建的南昌铁路局货运营销中
心主任黄坂水，上世纪 80 年代末在南京求
学，坐火车通过鹰厦线从厦门到南京需要
花 35 个小时。对当时落后交通带来的极
度不便，他记忆犹新：“睡了一个晚上，火车
还在福建境内绕着大山走。”

记者一行在福建几个市县采访时，汽
车一路都是在崇山峻岭之间，或是在盘山
公路绕行，或是在接连不断的隧道之中穿
过，不由感叹“闽道”之难。在福建境内，层
峦叠嶂的武夷山脉、戴云山脉横亘其中，山
地丘陵占全境面积的 80%。这些山脉阻挡
了福建与内地的沟通与交流。

新中国成立后，福建省的铁路、公路建
设不断加强，鹰厦、福厦、厦深等铁路及多
条国道、高速公路先后建成。然而，现有的
铁路、公路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快速发展的
需要。1957 年建成通车、曾长期作为进出
福建省唯一铁路通道的鹰厦铁路，线路技
术标准低、速度慢，运能与运量的问题日趋
突出。

福建莆田的湄洲湾，具有港阔水深、岸
线长、陆域大、航道宽、风浪小、不淤不冻等
诸多优势。然而，由于受到没有铁路的掣
肘，这些天然良港却一直“待字闺中”。“长
期没有铁路极大地制约了湄洲湾港口的开
发和莆田社会经济的发展，”莆田市委副书
记、市长翁玉耀对记者说。

地处闽西北山区的三明市，自鹰厦铁
路竣工通车以来，近 50 年间没有新开工建
设一条铁路，被称为“交通死角”。

相比福建省，地处赣抚平原地区的江
西省各市县交通条件则便利不少。然而，长
期以来，南昌的水运却无法直接与福建的
海运衔接。南昌市发改委总经济师柳华介
绍，多年来南昌的出海口有两种方式：一种
是内河运输，通过赣江到鄱阳湖，再从鄱阳
湖到长江，从长江到上海；一种是打造“无
水港”，依靠鹰厦、峰福两条低等级铁路，绕
行鹰潭、上饶，运输到宁波、深圳、厦门等港
口。“这些运输方式的物流成本偏高，制约
了南昌经济的发展，因此多年来南昌一直
在寻求更加便捷的出海通道，”柳华说。

位于江西东部的抚州市，北与南昌毗
邻，南与福建三明相接。在向莆铁路开通
前，除了一条地方工业支线向乐铁路外，再
无铁路，是全省唯一一个没有铁路干线通
过的地级市，干线铁路的缺失历来是制约
抚州经济发展的瓶颈。抚州是个有梦的地
方，明代戏曲家汤显祖“临川四梦”闻名世
界。“多年来，‘铁路梦’成了全市人民强烈
的梦想”，抚州市铁路办主任伍湖辉深有感
触地对记者说。

打通中部内陆腹地连接海峡西岸的通
道，建设一条连接南昌、抚州、三明、莆田等
地的铁路，成为赣闽两省人民的迫切愿望。

奋战之路：
万众一心终建成

共同的“铁路梦”让赣闽几个城市紧紧
拧在一起。2004 年 8 月，抚州市、三明市和
莆田市召开三市政府联席会议，达成了建
设向莆铁路的共识；2006 年 3 月，向莆铁路
正式列入国家铁路“十一五”规划；2006 年

8 月 25 日，向莆铁路由国家发改委正式批
准立项。

2008 年 8 月 16 日，向莆铁路股份有限
公司在福州正式挂牌成立。10 月 1 日，向
莆铁路全线动工建设，来自中国中铁、中国
铁建等施工单位的近 10 万筑路大军拉开
了全线会战的帷幕。

向莆铁路经过地方群山绵延，四大工
程难题摆在了建设者面前：一是全线隧道
比重高，长度长，这条铁路隧道达 285 公
里，占总长的 44.9％；二是地质复杂，线路
所经之处高山深埋、沟谷浅埋、断层破碎
带、高地温等不良地质都非常普遍；三是高
墩、深水、岩溶桥多，施工难度大；四是环保
压力大，铁路沿线穿过多处重点环境保护
区，环保的安全风险非常突出。

面对重重困难，建设者们拿出大无畏
的勇气和严谨的科学精神，逢山开路，遇水
架桥，先后打通了 115 座隧道，架起 244 座
桥梁，在赣闽两省间铺就钢铁巨龙：

——克服施工困难，科技攻关破题。
面对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高风险点和技术难
点，建设者们积极开展技术攻关，破解施工
难题，全面提升工程质量。

在桥梁方面，东新赣江特大桥，以其最
大跨度、最先进技术、最短架设速度等优
势，创造了国内桥梁建设史上“八项第一”
的新纪录。在隧道方面，有着“华东第一
隧”之称的青云山隧道，左线长 22.175 公
里，右线长 21.843 公里，设置了 11 个救援
洞，创下我国长隧道旅客救援先河。

几年来，10万建设者分布在各个工程，
为铁路的建成付出辛勤的汗水。中铁建工
上海公司南昌西站项目总工程师雷志东对
记者说，这个面积近 26 万平方米的车站建
设时间仅用了 3 年，2000 多名管理人员和
施工人员日夜奋战，有时一天要工作十二
三个小时。

——功能配套完善，融入地域文化。
记者沿途参观了向莆铁路多个火车站，为
它们的精心设计和鲜明特色所吸引。向莆
铁路沿线所经地市均具有丰厚的文化底
蕴，沿线的站房设计理念也融入地域文
化。英雄城南昌西站大气磅礴，站房入口
隐含了“八一”二字和军旗飘飘的造型。泰
宁站采用徽派建筑与现代建筑相结合，中
铁电气化局北京建筑公司泰宁站分部经理
杨翠龙向记者介绍候车厅吊顶的独特之
处：“这种格栅设计即使灯泡不直接裸露在
外面，又有浓厚的时尚气息。”⋯⋯

——保护生态环境，打造绿色长廊。
向莆铁路沿线植被茂密，珍稀野生动物种
类繁多。“我们在建设中十分注意避开人口
密集区域，注意保护环境和水资源，”王睿
说。建设者们牢固树立“建设绿色向莆”的
理念，做到了“大建设不忘大保护”，成功地
将向莆铁路打造成绿色环保工程。

在沿线人民的支持下，建设者们历经

艰苦奋战，2012 年 11 月 29 日，向莆铁路全
线铺轨贯通，今年 5月开始联调联试。

希望之路：
为发展注入新活力

历时数年，寄托着两省人民殷切期盼
的“希望之路”终于建成！

总投资 559.21 亿元的向莆铁路是一条
以客运为主、客货共线的快速铁路，为国家
I 级双线电气化铁路干线，设计时速 200 公
里，建设里程 632 公里，其中江西境内 241
公里，福建境内 391 公里。这条铁路自南
昌西站引出，途经南昌市、抚州市和三明
市，在福州市永泰县分岔，一条线路通往福
州站，一条线路通往莆田站。

向莆铁路西接沪昆铁路和京九铁路，
中连鹰厦铁路，东接福建沿海大通道，是福
建省第一条连接我国中部地区和内陆腹地
的快速铁路，也是江西、湖南等中部省区便
捷的出海通道，线路区域位置显著。

今年 7 月 24 日，国务院常务会提出，优
先建设中西部和贫困地区的铁路及相关设
施。南昌铁路局党委副书记万军表示：“向
莆铁路的开通运营，正符合了国务院提出
的精神和要求。”

——向莆铁路的建成通车，填补了赣
中东部和闽中西部老区没有铁路的空白。
铁路沿线南城、南丰、建宁、泰宁、将乐、尤
溪、永泰等 7 个县市告别不通铁路的历史，
老区人民坐上火车，走出大山的梦想成真。

在以出产蜜橘闻名全国的南丰县，60
岁的果农胡龙仔向记者介绍，他种植 1000
多棵蜜橘，年收入五六万元，“我期盼着铁
路的开通让南丰蜜橘更出名，更快更好地
运到各地，我们的收入也会越来越高。”

——向莆铁路的建成通车，为赣闽两
省发展注入了“海洋经济”和腹地支持的新
活力。江西赣中境内，南昌、向塘拥有承东
启西、沟通南北的区位优势，物流业、制造
业和服务业亟待发展，需要莆田、福州承接
产业转移和借道出海。

过去，江西通往上海、宁波、福州、厦
门、深圳五大出海口，铁路货运时间至少需
要 10 小时。向莆铁路开通后，江西借道这
条铁路“转身向海”，由南昌到莆田再经港
口铁路支线至湄洲湾只需三个半小时。

对福建而言，福州、莆田则可借助南昌、
向塘的地理位置优势，进一步沟通内地中西
部地区，使沿海产业取得腹地的支持。福建
众多世界级深水良港将由此充分发挥出作
用，通过铁路辐射江西等中部地区。

——向莆铁路的建成通车，推进了赣
闽两省“同城生活”全面升级。向莆铁路通
车后，将使江西、福建两省形成以省会南
昌、福州为中心的省内主要城市 1 至 2 小时

“一体化”生活圈，两省省会间也将形成“3

小时交通圈”。
向莆铁路沿线峰峦叠翠、青山绿水，穿

越武夷山、大金湖、玉华洞等七大名胜风景
区，自然和人文景观极其丰富，被誉为“最
美铁路”，其开通将催热沿线旅游经济，为
沿海发达地区与中部地区的旅游资源带来
有力互补。

繁荣之路：
建设热潮正涌动

从莆田、三明，再到抚州、南昌，记者一
路上不仅感受到各地人民对向莆铁路开通
的热情期望，也看到向莆铁路的建设已经
有力带动了各地经济社会发展。

作为中西部内陆地区通向出海口的重
要港口之一，莆田港口承载着众多期望。
莆田近年来加快了铁路支线、通港大道和
物流仓储等基础设施建设，目前莆田港口
已经具备了港铁对接的基础条件。

在湄洲湾，建设中的秀屿、东吴、肖厝、
斗尾各港区塔吊林立，车辆穿梭。国投（福
建）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滕光耀指着满载
着石头的大型卡车和海上的填海作业机器
对记者说，目前国投湄洲湾石门澳陆域填
海一期工程已经全面启动。

莆田港口发展条件的不断成熟，吸引
了众多实力雄厚的企业前去投资。据统
计，目前中海油、国投等央企投资 3000 多
亿元，外企和民企均投资 1000多亿元。

抚州市政府确立和实施“交通优先”战
略，全面参与布局和协同建设跨省铁路、高
速公路、港口码头、机场和物流园区等重大
基础设施项目。向莆铁路成了抚州市招商引
资的一张名片，近两年，抚州市新引进并开
工的5000万元以上的工业项目有848个。

南昌市也为向莆铁路带来的发展机遇
做好了充分的规划和准备。南昌市发改委总
经济师柳华表示，“向莆铁路的开通为（南）
昌抚（州）一体化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条件，现
在昌抚一体化的规划和政策正在制定”。

⋯⋯
南昌铁路局党委副书记万军摊开一张

南昌铁路局管界图，生动地描述：合福客
专、南三龙铁路与龙厦铁路宛如在福建中
部构成一张弓，福厦铁路又像一根遒劲的
弦，中间有支正蓄势待发的箭，准备由东南
沿海射向我国的中西部地区，这支箭就是
向莆铁路。“这支箭一旦射出，必将对沿线
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万军说。

我们相信，这张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将
让赣闽两省之间、两省与周边省市之间的
经济文化交流更加便捷和顺畅，为赣闽两
省的腾飞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上图 动车组列车行使在向莆铁路

线上。 张学东摄）

为赣闽腾飞注入新动力
——写在向莆铁路开通运营前夕

本报记者 曾金华 石 伟 赖永峰 陈 煜

向莆铁路沿途群山叠嶂，
沟深壑险，其间逶迤连绵的武
夷、戴云两大山脉横亘其中。
在这样的群山险谷中修建快速
铁路，隧道是最主要的工程。
全线隧道 115 座，10 公里以上
隧道 9座。

向莆铁路参建单位的十万
建设大军，克服种种难以想象
的艰难险阻，创造了一个又一
个工程建设的奇迹。

隧道绝大多数集中在福建
境内，断层破碎带、高地温、岩
爆、软岩变形等不良地质非常
普遍。长大隧道的施工安全、
工期控制、通风排烟等问题十
分突出。

地处福建尤溪境内、由中
铁 14 局承担施工的棋盘石隧
道，全长近 11 公里，集溶洞、涌
水涌泥等不良地质于一体。

开挖坑道时不断向前推进
的工作面，在施工中称为“掌子
面”。2009 年 8 月 5 日，施工人
员正在施工中的棋盘石隧道小
心翼翼地开挖，突然掌子面左
侧底部喷射出混浊的水流。“快
撤！”安全员闫铁当即下令撤
离，全体人员快速爬上汽车撤
出洞外，涌水随后汹涌而至。
棋盘石隧道 3 号横洞的开挖施
工全部中断。

8 月 12 日上午，应急救援
指挥中心组经过综合分析超前
地质预报和水平钻孔发现：在 3 号横洞掌子面左侧边墙
处出现一个巨大溶洞，溶洞内仍在继续坍塌。

为尽快控制住险情，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决定对掌子
面加固处理。8 月 15 日，20 名突击队员进入横洞加固施
工⋯⋯8 月 18 日，由向莆铁路公司组织的专家论证会就
在潮湿闷热的棋盘石隧道 3号横洞现场召开。

精心组织，科学施工，钢架加强、锚喷支护、固结注
浆，一次次科学施工，一次次奋勇抢险、一次次化险为
夷。2010 年 2月，棋盘石隧道 3号横洞绕行成功，为正洞
按期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

挥舞科技利剑，破解施工难题，全面提升工程质量，
加快工程进度——这是铁路建设者在向莆铁路线建设中
坚持的重要理念。

全长 17.62 公里的高盖山隧道由中铁 1 局和 2 局联
合施工。中铁 1 局施工管段穿越较大的断层有 17 条，地
表水下渗形成强富水段断层。这一管段内，主洞施工中
遇到的出水点数不胜数，整个隧道如同花果山上的“水帘
洞”。要让水引出 3200 多米之遥的洞外，相当于让水从
一楼顺利爬上九十层楼的高度，难度可想而知。

中铁 1 局向莆铁路指挥部指挥长李晓峰组织项目部
成立课题攻关小组，在否定七套方案之后，大家一致选定
了一套更切合实际、科学的解决办法：给水一个“接力
棒”，让水跑起来。项目部先后在斜井安装了总计长达
15.7 公里排水管。斜井井身每间隔 360 米即修筑一座泵
站，每路排水管上安装两台交叉作业的离心泵，将水抽至
360 米外的下一级泵站连续接力，将隧道内涌水抽出洞
外，涌水问题迎“泵”而解。

深入地下几百米下进行隧道施工，首当其冲要解决
的是通风问题。“给风安个家，让它休息休息再走！”项目
部在各路专家帮助下提出让人耳目一新的办法。就是在
隧道内合理的位置设置一个相对充足的密闭空间，称之
为储风室。隧道外轴流风机通过风管将隧道外清洁空气
先送入储风室，然后再通过储风室外设置的轴流风机将
清洁空气送往掌子面。同时配合反方向射流风机排出浊
污空气，加大风流速度，达到快速置换空气的目的。

这一方案上的创新，打破了长大隧道传统的通风思
维模式，为隧道施工通风开辟了新模式和新思维，获得国
家优秀质量管理成果奖。

青云山隧道为双洞双线隧道，是华东地区最长的一
座隧道，也是向莆铁路重点控制工程之一，由中铁 23 局
施工。

2010年 3月 12日，经超前地质钻探事先得知前方有
水的施工人员正在谨慎开挖时，突然，作业人员发现掌子
面异常，领工员和安全员立即组织 263 名施工人员以及
抢险车辆、三台装载机，全部撤出洞外安全地带。

人员、设备刚撤出，就传来一声沉闷的巨响，在大山深
处承载了千百年巨压的溶腔水，如脱缰的野马冲进隧道。
要不是提前制定预案和应急演练，要不是预先建立的科学
管理保障体系迅速启动并发挥作用，后果不堪设想。

像这样的化险为夷，在向莆铁路建设历程中并非仅
此一例。化险为夷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完善的管理保障体
系。围绕质量安全，向莆铁路公司构建了全员质量安全管
理责任体系，清晰界定公司层面与公司各指挥部职责；构
建施工作业质量安全控制体系，组织施工单位抓好源头
控制，监理单位抓好过程控制，建设单位抓好节点控制。

建设者们用汗水和智慧穿越闽赣万重山，胜利贯通
了 115座隧道，使向莆铁路建设取得了关键性进展。

穿越闽赣万重山

—
—向莆铁路隧道建设侧记本报记者

曾金华

通讯员

江闽轩

图为南昌西站。 沈青青摄图为向莆铁路莆田特大桥。 张学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