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 年前，连接内蒙古集宁和通辽两
地的集通铁路正式开通，它横贯内蒙古
自治区中东部，途经集宁、锡林郭勒盟、
赤峰市等 4 个盟（市）、13 个旗县，是目
前国内最长的一条合资铁路，同时也是
连接内蒙古东、西部，沟通西北与东北
地区的区际铁路通道。

在这条全长 997 公里的集通铁路
线上，慢悠悠地行驶着一趟与集通线同
龄的“慢火车”——6041/2 次列车，它
以平均不足 50 公里的时速，穿梭在集
宁和通辽之间，运行 23 小时，停靠 68 个
车站。平均十几公里就有一站，每个车
站相隔 10 分钟。许多小站都坐落在偏
远且交通不便的浑善达克沙地腹地、草
原深处，旅客主要是农牧民，兼顾着沿
线上下班的铁路通勤职工。由于其他
列车在小站不停，因而冬季遇到大雪封
路，这趟“慢火车”便成了沿线农牧民出
行的首选。

因列车安全且票价低廉，开行 21
年的 6041/2 次列车将沿线方圆百里、
上百个村庄串联起来，为农牧民提供了
便捷实惠的日常出行服务，被百姓亲切
地称为“便民巴士”。

今年 45岁的王恩宝是 6041/2次列
车的列车长，同这趟慢火车一样，他也
往返了 21 年。为了让旅客满意出行、
平安到达，王恩宝带领全车列车员尽心
竭 力 地 服 务 着 每 一 名 旅 客 。“ 由 于
6041/2 次列车沿途经过的都是高寒地
区，冬季最低气温在零下 40 多摄氏度，
遇到暴风雪天气，车窗、车门上都是积
雪，上下水管都冻成了冰疙瘩。”王恩宝
说，每年冬天都是最忙的时候，为了保证
旅客能喝上水，到达上水站后，列车员必
须拎着热水壶，拿着锤子去疏通冻结的
上水管和下水管，只消几分钟，衣服便结
上了厚厚的冰壳。为了保证车厢内的温
度和旅客的开水供应，列车员需要不停
地往锅炉里添加燃煤，一遍遍巡视锅炉
燃烧情况，一次次添加燃煤，全程下来，
列车员既是保洁员又是锅炉工。

几十年如一日的优质服务，让这趟
慢火车驶进了农牧民的心里，成就了一
段段佳话。

一年冬天，蒙古族牧民苏亚拉图的
妻子突发急性阑尾炎，急需去医院救
治。焦急的苏亚拉图背着妻子从道仑
郭勒车站上了车，列车员见状主动伸出

援手，1 个多小时的路程中，列车员一边
照顾病人，一边让正镶白旗车站联系医
院。由于处理及时，列车停靠在正镶白
旗车站时，医院人员已等候在站台，迅
速将苏亚拉图的妻子送到医院做了手
术，化险为夷。从此，王恩宝成了苏亚
拉图最好的朋友。

“别人的朋友兄弟都是在生活中认
识的，我的大多数朋友兄弟都是火车上
认识的。”王恩宝说话间，一辆列车“嗖”
的一声迎面飞驰而过，转眼就把慢火车
甩在身后。望着疾驰的列车，王恩宝笑
言，6041/2 次列车简直是铁路线上的

“异类”，别的列车风驰电掣，可慢火车
却“稳如泰山”，别的列车电热烧水空调
降温，而慢火车却是夏天风扇降温，冬
天燃煤取暖。

事实上，6041/2 次列车在见证着
全国铁路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旅
客越来越少的严峻考验。随着旅客的
减少，车厢从 12 节变成 10 节，又从 10
节减到 8 节。可令人意外的是，最近几
年，慢火车又迎来了新的旅客潮，除了
沿线的农牧民外，游客成了慢火车的忠
实拥趸。慢火车摇身一变，成为了名副

其实的“草原旅游专列”。
“这趟车有几个站都在浑善达克沙

地、克什克腾热水镇、锡林郭勒草原等
旅游景区，冬季的雪景和夏天的草原非
常好看，其他列车在这些小站不停，所
以近几年坐我们车的旅客越来越多。”
王恩宝表示，这趟车的 68 个车站中只
有 13 个车站有售票设施可以购票，其
余站一律上车补票，要是遇到旅游旺
季，每天仅补票就要补 800 多张，“真是
补票补到手抽筋”。

从方便沿线农牧民出行的“便民
巴士”，到带动农牧民致富的“旅游专
列”，21 年来，这趟慢火车的旅客身份
在 不 断 变 化 ， 沿 线 的 村 庄 在 不 断 变
化，农牧民的生活也在不断变化。虽
然时代在变迁，但慢火车最低 2 元的
票价和便民的优质服务却始终未变，
甚至未来慢火车仍然会维持时速和票
价的稳定。在现代生活不断提速的当
下，慢火车用自己的节奏，开出了一
条特殊的旅途，虽然速度不快但却能
满足无数百姓的需求，虽然路途漫长
但却将无数游客送进草原的怀抱。这
里需要慢火车。

草原上有辆“慢火车”
李 景

近年来，我国铁路事业取得长足发展。尤其

是被称作国之重器的高铁，无论是规模还是技

术、无论是基建水平还是运营能力，在国际上均

已全面领先，成为我国在世界上一张叫得响的新

名片。

在白色的“和谐号”以每小时 200 多公里乃

至 300 多公里的速度驰骋在神州大地，为各地带

来最新的人流、物流、信息流、智慧流，拉动经济

快速发展的同时，在深山大川、在偏远边疆，还有

一大批被称为“慢火车”的绿皮火车，以每小时

40 公里甚至更低的速度蜿蜒前行。虽然慢，但

这些火车却收获了同样的赞美，它们承载了政府

对落后地区的关心与爱护，寄托了当地群众致富

幸福的梦想和希望，虽然缓慢但坚定地奔向更好

的未来。

“慢火车”履行的是承诺。党的十八届五中

全会提出，2020 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实

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补齐短板。慢火车所经

过的地区，地质条件差、经济发展落后，交通成

为了制约当地百姓奔小康的最大短板。要让这

些地区按时脱贫，与全国同步小康，必须解决交

通问题。这些地区旅客出行需求并不旺盛，平

均客座率不到 40%，为此铁路企业出现大量运

营亏损。在这种情况下，全国铁路仍开行这样

的慢火车 81 对，占普速旅客列车开行总量的近

6%，主要分布于西南、西北和东北偏远贫困地

区，践行了对群众的承诺。

“慢火车”体现的是务实。这些边远地区由于

地质条件、经济水平差，不仅建设不了高铁，连修建

普通公路都是奢望。而且，群众的出行需求少，不

需要过快的速度。慢火车的存在很好地解决了这

一问题，它将方圆百里、上百个村庄如念珠般串起

来，如同公交一样为乡亲们提供通勤式的出行服

务。尽管速度不快，但慢火车却非常适应当地的

发展，慢节奏符合当地居民的习惯，解决了铁道沿

线民众的出行难，无论是外出上学、打工，还是日常

赶集、购物、回家，都少不了它。

“慢火车”着眼的是实惠。除了交通不便，慢

火车所经过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偏低。如果一味

提高速度，铁路建设成本将大大提高，也势必会带

来票价的上涨，提高普通群众的出行成本。这些

慢火车，很多都已经默默奉献了几十年,长期执行

1995年的普速旅客列车运价标准。有的站点之间

只需要两块钱就可以，部分列车还对 60 岁以上老

人和贫困户免费。正是因为实惠，才深受百姓的

喜爱，最大程度发挥了线路的作用。

“慢火车”寄托的是希望。春运期间，网络多

次被慢火车刷屏。在这里，不仅人能上车，土豆腊

肉可以上，小鸡小鸭也可以上，甚至小猪小羊上车也

不鲜见。虽然场面不好看，镜头里满是简陋的车厢、

杂乱的环境，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农作物和牲畜，撑

起了贫困农家的希望。两只鸡、一袋菜，虽然只能卖

几百块钱，但换来的是数个月的花销、下季的种子钱

又或者是孩子一个学期的学费，让生活有了奔头，也

有了更多憧憬。

虽路遥行苦，未敢懈怠；步缓而意坚，使命终

成。开行“慢火车”，并不是为了满足“小清新”们

怀旧的情愫，也不是为了保留忆苦思甜的感慨，而

是为了以后再也不慢。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欣

喜地看到，这一列列缓缓前行的绿皮车，不仅丰富

了偏远地区群众的物质生活，更让他们接触到了

更多外面的世界，接触得越多，脱贫的意识就越强、

办法就越多。终有一天，慢火车将光荣地完成历

史使命。

快求发展

慢亦有情
齐 慧

4 月 8 日的北京，天气有些阴沉，可
记者的心情反倒因为要去赶集而在兴奋
中多了一丝期待。因为，是坐绿皮火车
到六道河子赶大集。

六道河子是河北承德市兴隆县大山
里的一个小乡镇，距离北京 125 公里，逢
农历二、七大集开市。4 月 8 日是农历三
月十二，又是周末，对于平日上班族来说
时间刚刚好。

第一次的期待
早上不到 7 点，记者就到了北京通

州西站，也是赶集火车的首发站。这是
一栋隐秘在周围平房里不起眼的小楼，
通体的黄色透露出老旧车站的范儿。由
于时间尚早，售票窗口还没开，却已经有
人在等了。“坐这趟火车的人多是周边小
区居民，有去赶集的，也有去旅游爬山
的，7 点半左右人就会多起来。”北京通州
西站站长刘兴宇告诉记者。

果然，时间一到，乘客陆陆续续走进
车站，记者也跟着他们检票进站。此次
要乘坐的是 6419 次，从通州西开往承
德，是一列只有 6 节车厢的绿皮火车。
据刘兴宇介绍，这趟火车时速只有五六
十公里，且逢站必停，全程将近 7 个小
时，绝对超级慢。

8：05，火车缓缓驶出通州西站。车
厢环境谈不上舒适，一排排固定的蓝布
座椅，已经有些斑驳的行李架，条件比不
上高铁，可车上的人们却很享受这种慢
的悠闲，或嗑着瓜子聊着家长里短，或聚
在一起打扑克。

20多分钟后，车过顺义，车厢里又多
了些乘客。要从这些乘客中发现谁是去
六道河子赶集的，其实一点不难，拿着手
拉车的一定是。记者也是凭着手拉车，
找到同样是第一次坐着绿皮火车去赶集
的冯苏玲和杨雨琪。

“听邻居说六道河子有大集，猪肉特
别新鲜，柴鸡也是农家自养的，我就琢磨
着过来看看，要是合适，必须买点回去。
而且，也是怀旧。我们年轻时坐的都是绿
皮火车，现在绿皮车少了，人们嫌它嘎嘎悠
悠总也到不了站。可慢有慢的好，沿途看
看风景，车票也便宜，才 7 块 5。”冯苏玲
阿姨一边说着，一边掏出车票给记者看。

对于今年刚刚6岁的杨雨琪小朋友来
说，这不仅是第一次去赶集，还是第一次坐
火车。坐在车厢里，一会儿瞅瞅这儿，一会
儿看看那儿，眼睛里写满了好奇。杨雨琪
的妈妈告诉记者，趁着周末带孩子出来转
转，不为买到什么东西，只是想让她多体验
体验。“第一次坐火车就坐绿皮车也挺好，
毕竟，生活还是要慢慢来的。”

紧张的采买
11:04，6419 次列车准时停靠在了

六道河子站。人们纷纷拉着手拉车下了
火车，这时的车厢已经空了一大半。因
为是中途小站，没有检票业务，返回时也
不用买票，上车补票即可。

记者早在火车上找好了赶集的“向
导”，来自北京顺义的陆文龙。他已不是
第一次来赶六道河子大集了，这次还带
上了自己的老伴儿和邻居。

陆文龙拉着手拉车，记者跟着他，边
走边聊。陆文龙说，他去年和几个朋友到
附近朱家沟的农家乐去玩，听农家乐老板
说这边有大集，就专门过来一趟，今年过年
的年货也是这里置办的。

沿着乡间公路走了 10 多分钟，陆文
龙指了指两边的摊位说：“大集到了。这
边主要是卖蔬菜水果、卖肉和卖杂粮的，
那边坡下还有卖衣服和粘豆包的。”

“您打算买点啥？”记者问。
“我主要是来买肉的，上次买回家炖

熟后，外孙女说特别香。知道我今天又
来赶集，嘱咐我一定买点肉回去。为了
今天来买，我几天前就跟卖肉的老板订
好货了，现在直接过去找他就行。”

与陆文龙约好的老板叫唐俊福，记
者跟着陆文龙来到老唐摊位前时，已经
围了不少顾客。这个称一块五花肉，那
个要一个猪前肘，还有专门来买肋排的；
有的买回去自家吃，也有带给亲戚朋友
的。不一会儿的工夫，摊位上的猪肉已
经没剩下什么了。陆文龙和他的老伴儿
也买了不少，把手拉车塞了个鼓鼓囊囊。

见还没到返程时间，陆文龙又带着
他的“采买小分队”转了不少摊位，手拉
车满满的不说，手上还多了几个塑料
袋。“秋天的时候，大集上东西更多，苹

果、山楂、栗子都值得买点回去。”作为
“资深”赶集人，陆文龙传授着他的经验。

他们的收获
下午 1 点刚过，赶集的人们一拨拨

回到了车站，来的时候还是瘪瘪的手拉
车都装满了肉、鸡、杂粮，记者上前提了
提，真是不轻。由于返程车要 14:05 分
左右才到六道河子站，站台上的海棠又
开得正好，所以不少赶集回来的人趁着
等候空档，把远处的山、延伸的铁轨、近
处的花朵和收获满满的自己一同放进镜
头里，发到朋友圈等着大家来点赞。

陆文龙和他的“采买小分队”也回到
了车站，由于忙着采购，大家没来得及吃
午饭。不过，他们早有准备，自己带了烧
饼、熟食、黄瓜，打算上了火车后再把午
饭补上。吃着顺嘴，又保障了采购时间，
再配合上绿皮火车慢悠悠的节奏，他们
觉得挺好。

有像陆文龙这样自备干粮的，也有
借着赶集尝尝当地农家菜的。宗志民在
六道河子火车站旁开了个农家院，每逢
大集之前，他都要多备些东西，让更多的
赶集人尝尝农家的绿色食品。“拌山野
菜、自家磨的豆腐、炒柴鸡蛋、杂粮菜团
子⋯⋯都是我们的拿手菜，逢大集当天，
来吃饭的人比平时多不少，这些菜的点
单率高很多。”宗志民说。

与宗志民一样，从大集中享受到实
惠的，当然还有上面提到的唐俊福。平
时，老唐都会杀一头猪，4 月 8 日是大集，
他特意杀了两头猪，又准备了一些血豆
腐，一会儿工夫就卖光了。卖一头猪赚
200 多元钱，一个上午，老唐净赚近 500
元钱。他说，这还不算多的，赶上逢年过
节，不少老主顾会提前打电话预订，一天
卖 10 头猪的情况都是有的。为了方便
交易，给老唐帮摊的女儿还开通了微信
支付，在乡间扫码买肉也成了一道风景。

瞧，一趟大集下来，无论买的还是卖
的，都有收获。不过，他们还有一个共同
的愿望，那就是“绿皮火车不停运，山里
大集不散场”。

坐上绿皮火车去赶集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牛 瑾

编者按 火车代步，走走停停新体验。虽然近年来飞速奔驰的高铁改变了很多人的出行习惯，但是慢悠悠的绿皮车并未退出人们

的生活。在深山大川、偏远边疆，广大农牧民和贫困地区的人们仍然离不开这些时速只有几十公里的老火车，因为它们解决了出行难

题，更承载着致富的希望。而对那些想感受慢生活的城市人来说，坐上慢火车，则体验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

② 第一次坐绿皮车去赶集的

冯大妈（右一）兴奋地展示火车票。

③ 大集上随处可见拉着购物

车的北京人。

④ 赶完大集，满载而归的人们

在六道河子站等候回北京的火车。

本报记者 翟天雪

通讯员 杨利民摄

① 北京通州西火车站候车厅，准备乘坐

6419次火车的人们在等待检票。

③③

①①

②② ④④

①①

②②

①平均时速不足 50 公里的 6041/2 次列车

将内蒙古中东部沿线方圆百里、上百个村庄串

联起来，被百姓亲切地称为“便民巴士”。

② 4 月 1 日，内蒙古乌兰察布，列车长郭

守玲整理车厢行李。 唐 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