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 12 月 26 日，全长 1786 公里的兰新高

铁建成通车，让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共同迈入

“高铁时代”。兰州至乌鲁木齐铁路出行时间由

之前的 20 多小时压缩至 11 小时左右，兰州、西宁

两座省会城市实现 1 小时互达。

作为世界上一次性建设里程最长、我国首条

在高海拔地区修建的高铁，兰新高铁与兰新铁

路、陇海铁路、包兰铁路等线路紧密衔接，形成辐

射范围更广、服务人口更多的铁路运输网络。不

仅缩短了沿线城市的时空距离，也深刻影响着甘

青新三省区的物流格局和产业布局。

“兰新高铁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这条线路上

既有动车组，也有普速车。”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

有限公司总调度长王大林介绍，让部分普速车上

高铁，充分释放出原兰新铁路的货运运能，为重点

物资进出新疆提供了可靠运力支撑，也进一步提

升了中欧班列、中亚班列西通道的运输能力。

2023 年，兰新高铁累计发送旅客 2128 万人

次，较开通之初的 2015 年增长 99.1%。与此同

时，随着货运能力的释放，2023 年兰新铁路完成

货运量 25114 万吨，较 2014 年增长 47.1%；经兰新

铁路开行的中欧班列、中亚班列保持强劲增长态

势，2023 年开行中欧班列、中亚班列 14421 列，较

2014 年增长 45 倍。

功能之变——
客货互济构建新网络

12 月 16 日，甘肃河西走廊地区人们期盼已

久的兰州至张掖高铁武威至张掖段正式开工

建设。

“兰张高铁武张段经武威市、金昌市、张掖

市，正线全长约 244 公里，设计时速 250 公里，建

设工期 3 年。”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建

设部副主任叶文亮介绍，此前，兰张高铁兰州西

至中川机场段、中川机场至武威段已分别于 2015

年、2024 年通车。武张段建成后，兰张高铁将全

线贯通，进一步完善我国西部地区高铁网，加快

形成河西走廊快速客运通道。

兰新铁路、兰新高铁、兰张高铁⋯⋯除了西北

地区和铁路部门外，很多人对这些铁路线并不了

解。如果打开一幅西北地图，将这些线路串连起来

便会发现，这张现代化的交通网络，与 2000 年前

丝绸之路出长安后，经过的南、中、北线几乎重合。

2014 年之前，陇海—兰新铁路贯穿甘肃全

境，与包兰—兰青—青藏铁路在兰州交会，形成

一个简单交叉的“通道型”结构。随着兰新高铁

的通车，这种结构开始逐步改变。

“兰新高铁开通之初，仅有 12 对动车组列

车。一方面，因为甘青新三省区地广人稀，客流

有限；另一方面，兰新高铁当时还是‘孤岛’，没有

与全国高铁网连接。”王大林告诉记者，随着 2017

年宝鸡至兰州的高铁通车运营，兰新高铁融入全

国高铁网。2022 年底，银川至兰州高铁建成，西

北地区高铁网络进一步完善。

截至目前，甘肃境内铁路运营里程突破 5000

公里，其中高速铁路突破 1600 公里，省会兰州已

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铁路枢纽，路网结构也由

“通道型”向“通道+局部路网型”转变。

路网结构之变首先带来的是运输功能之变。

走进恢宏气派的兰州西站，整个站房设计融入丝

路飞天文化，建筑风格兼有中原传统文化和西域

风情特色，与其作为“我国十大区域性铁路客运交

通枢纽之一”的功能高度契合。“车站共设 13 台 26

线，由北至南分别为普速场、城际场和高速场，日

均办理客运列车 317 列。”兰州西站党总支书记白

玉玲告诉记者，2014 年 12 月至 2024 年 12 月 1 日，

兰州西站累计发送旅客 8206.04万人次。

“别的高铁通车，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兰新高

铁通车后，还要考虑与兰新铁路的相互配合。”王

大林说，随着运

输功能优化，兰

新高铁开行旅客列车由最初的 12 对增加到目前

的 54.5 对，包括 39.5 对动车组和 15 对普速列车，

让“客货混跑”的兰新铁路运能得以释放。

兰州铁路物流中心嘉峪关营业部经理石红

斌从小在玉门东镇长大，亲身经历过这座小镇因

兰新铁路而红火的景象，也见证了铁路机构改革

后玉门东镇的逐渐没落。2019 年，玉门东镇再次

热闹起来了。“随着兰新铁路运力提升，玉门东站

成为疆煤外运的中转基地，很多企业在这里设了

前置仓。”石红斌说，目前这里已聚集 17 家仓储

企业。

吉泰物流（天津）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多式

联运的企业，以前主要做集装箱业务。“从前，兰

新铁路运力饱和，我们的运量又很大，很难满足

转运需求。”吉泰物流玉门东现场负责人朱效硕

告诉记者，经过多次考察，他们去年在玉门东站

建了专线，正是看中这里逐渐形成的聚集优势。

“以前的货场只办理零散的货物运输，一年业

务量不到 20 万吨。现在，我们营业部下属的玉门

东营业室办理业务量连年大幅增长。”石红斌打开

一张表，指着数据告诉记者：2021 年装车 154 万

吨，2022年装车 487万吨，2023年装车 833万吨。

物流之变——
“钢铁驼队”畅行新丝路

“丝绸西去，天马东来”，描述了古丝绸之路

贸易往来的繁华盛景。2014 年 12 月 12 日，名为

“天马号”的甘肃省首趟国际货运班列从武威发

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10 年来，甘肃（武威）

国际陆港先后开行了甘肃首列中俄木材班列、全

国首列跨里海黑海国际货运班列、全国首列一体

化通关进口中亚粮饲专列、全省首列跨境海铁联

运木材班列。班列累计发运 231 列，货运总量

37.5 万吨，目的地已覆盖中亚五国、德国、英国、

格鲁吉亚等 22 个国家和地区。

12 月 13 日，一列装载冰箱配件货物的中欧

班列（武威）10 周年国际货运班列顺利发车。此

班列从武威南起运，预计 10 天后抵达乌兹别克

斯坦塔什干。“我们今年已开行 24 列国际货运班

列，货运总量 3.06 万吨。”甘肃（武威）国际陆港管

委会副主任赵生荣说，近年来，通过主动对接，他

们已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形成市场供需互促、

产业优势互补的共赢局面，与天津港、山东港、宁

波港等开展深度合作，形成“陆港+海港”联动发

展格局。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随着兰新高铁投运，提

升运能后的兰新铁路不仅没有运力富余，反而越

来越繁忙。

“X8040 次上发 4 道接车！”12 月 13 日下午

1 点 26 分，接到作业通知的兰州北车站货检作业

员陈洁提前来到股道边，待列车停稳后，与司机

交接货票。X8040 次是从新疆阿拉山口口岸入

境，开往重庆团结村站的中欧班列。工作 10 年

的陈洁，见证了甘肃中欧班列的发展，“班列装载

的货物品类越来越丰富，除了各类生产材料，还

有食品、汽车等，涉及生产生活各个方面”。

兰州北车站是兰新铁路的起点，也是陇海、

兰青、兰新、包兰、兰渝铁路干线交会的枢纽和中

欧班列西通道的必经之地。在该车站进行技术

作业的中欧班列从最初的每年 60 余列，发展到

目前每月近 750 列。“兰州北车站是特等路网型

编组站，主要负责各方向货物列车的解体、编组

作业，就像快递公司的区域分拣中心一样。”兰州

北车站党委书记赵亮程说，对中欧班列来说，这

里还发挥了“服务区”功能，为过往列车进行换挂

车头、车辆检查、货物装载加固检测等技术作业。

“点”的疏通决定“线”的畅通。为保通保畅

兰新线，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出台 69

条刚性措施，通过站场设备改造、运输组织挖潜

等方式，提升图定列车能力利用率。

走进嘉峪关车辆段动态检车中心，只见检车

员紧盯电脑屏幕，通过

“货车故障轨边图像检

测系统”，快速翻看系统对过往货运列车

扫描生成的图片。据了解，兰新线上的货运列车

经嘉峪关站到下一个列检作业场，往西有 1000

公里、往东有 700 多公里，如果不仔细排查故障

隐患，一旦车辆在运行途中出现问题，将严重影

响这条“大动脉”的畅通。

“为提高检车效率，我们将机器视觉技术运用

到列车行车安全关键部件动态检测上，实现人机

结合检车。”嘉峪关车辆段动态检测中心工长冯玉

哲说，班组 24小时日均作业量，由以前的 210列提

升至最高 380 列。列车通过嘉峪关站的时间，由原

来的现场人工检查 40 多分钟缩短至目前最快约

5 分钟，极大提高了货物列车通过效率。

中欧班列是嘉峪关车辆段技术检查作业的

重点列车。“目前日均接车 400 列左右，其中国际

班列 35 列左右。”嘉峪关车辆段党委书记宋连赟

说，10 年前一列编组 40 辆左右，目前一列编组在

55 辆左右。火车牵引吨位也在不断变化，从 10

年前的 2000 多吨提高至 4000 多吨。

“10 多年前，兰新线上的图定货车只有 40

对，现在最多已达 117 对。”王大林打开一张兰新

铁路货运列车区间运行图，密密麻麻标记着每趟

列车的运行车次和时间。网格越密，说明区间运

行的列车越多。王大林指着图说：“这种密度在

全国铁路网里都很罕见，我们努力将兰新铁路的

运力挖掘到极致。”

产业之变——
便捷出行孕育新业态

寒冬时节，西北地区旅游进入淡季，但方特

丝路神画（嘉峪关）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营销总监

谢水平没有闲着，正在谋划春节期间的游乐项

目。她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嘉峪关市周边

1000 公里内城市交通人口分布图”。

“我们在南方的主题乐园客源一般均为 500

公里以内，嘉峪关这边的目前最远能做到 2000

公里，这在南方是难以想象的。”伴随着兰新高铁

通车，嘉峪关方特欢乐世界也在 2015 年“五一”

假期前开园。来自南方的谢水平，对嘉峪关的第

一印象就是“太远了！”感慨西北地域特点的同

时，谢水平的营销思路也逐渐清晰，“不能跟南方

的打法一样”。去年，她尝试开拓新疆市场，新增

的库尔勒、伊犁高铁游客团给了她太多惊喜：“客

源地不能以距离为标准，而要考量出行便捷度。”

随着客源版图扩大与客流量增多，谢水平在

内容和游客体验上做了更多加法，推出“方特+

嘉 峪 关 关 城 ”“ 方

特 + 张 掖 七 彩 丹

霞”等套票。“套票很受

欢迎，几个月就售出 5000 多张。截至今年 11 月

3 日闭园，嘉峪关方特欢乐世界接待游客已达 60

万人次，甘肃、青海、新疆之外的客流也有了。”谢

水平说。

随着兰新高铁开通，嘉峪关至兰州的旅程缩

短至 4 小时，增加了旅游的可达性和吸引力，受

益最多的莫过于沿线文旅行业。自 2014 年嘉峪

关南站启用以来，乘坐高铁出行人次从最初的

5700 多人次增长至 2023 年的 60 余万人次。2014

年以来，嘉峪关旅游接待总量达 8136.27 万人次，

旅游综合收入超 550 亿元。

“今年，嘉峪关关城景区接待游客量达 280

多万人次，比此前最高纪录的 2019 年增长 63%。”

嘉峪关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勋介绍，高铁时

代的到来，促使嘉峪关市旅游业从单一的关城游

转变为集观光、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多元化模式。

“朋友们，来张掖吧！感受两千年的丝绸之

路，感悟现代的动车奔跑在祖国的大地上⋯⋯”

2023 年 10 月 15 日，张掖市委党史研究室四级调

研员陈金荣没想到，自己在乘坐高铁途经山丹马

场时，情不自禁赞美家乡的一段话，被网友拍摄

上传后，能在网上迅速火起来。视频中陈金荣注

视的窗外，雪山、草原、蓝天共同组成一幅壮美

画卷。

“2014 年，全市旅行社数量只有二三十家，目

前已经达到 180 家；10 年前的旅游接待床位 1 万

多张，现在已经达 6.3 万张。”张掖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政策法规科科长王宇说，经营主体的大幅

增长，既有市场大环境的因素，也离不开高铁带

来的便利通达条件。

甘肃幸福旅游集团很早就捕捉到市场机遇。

“以前张掖是过路游，很多旅行团经过时，吃个午

饭，逛逛市区的大佛寺就走了。”甘肃幸福旅游集

团 副 总 经

理 段 小 西

说，2014 年，公

司 开 始 转 型 做

地接业务，高铁开通后，散客优势一下就凸显出来

了。2019 年最高峰时，地接游客数量达到 30 万

人次。

“高铁效应”让张掖受益的不仅是文旅行业，

随着出行便捷度的提高，会展经济在张掖迅速兴

起。记者从张掖市商务局了解到，2022 年，张掖共

引进承办省级以上各类会展活动 26 项；2023 年，

这一数据已经达 356 项；今年前三季度为 265 项。

兰新高铁为文旅产业带来的辐射效应，曾让

同在河西走廊的武威市羡慕。随着今年 6 月底

兰张高铁开通，武威也承接到“高铁红利”。记者

了解到，武威针对游客需求打造颇具当地特色的

研学、生态、文化旅游产品，并制定《迎接高铁时

代系列文旅推介活动方案》《“乘高铁畅游自在武

威”活动宣传方案》《高铁冠名认购方案》，谋划部

署高铁开通系列活动。

“截至 11 月 29 日，高铁开通 5 个月以来，武

威 市 共 接 待 游 客 2704.29 万 人 次 ，游 客 花 费

191.36 亿 元 ，较 去 年 同 期 分 别 增 长 169.2% 和

190.82%。”武威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刘英

博说，兰张高铁兰武段的开通，大幅缩短了游客

通达时间，对激活旅游市场起到关键作用。

未来几年，随着兰张高铁的全线贯通，将与

兰新高铁、兰新铁路共同形成河西走廊更加高

效便捷的客货运输网络。届时，更具活力的

“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局面，将加速释放

既有兰新铁路货运能力，为以大通道支

撑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

局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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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续 夯 实 大 通 道 支 撑 力
陈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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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铁路运营里程突破 5000 公里、高速铁路突破 1600 公里、省会
兰州成为西部地区重要铁路枢纽⋯⋯这是甘肃的铁路“家底”。得益于
2014 年兰新高铁建成通车，一张现代化路网在广袤的西北大地上延
展，带动沿线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如何开辟更具活力的“人享其行、物
畅其流”局面？甘肃多措并举加速释放既有铁路运力，不断提升西北

“大通道”能级。

如果要说兰新高铁，就不能只说兰新高

铁。从交通布局规律看，任何一条铁路线脱

离了大路网，都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从兰新

高铁功能看，这条线路不仅带动甘青新三省

区进入全国高铁网，还与兰新铁路和正在建

设的兰张高铁，共同构建起一条“人享其行、

物畅其流”的大通道。

这条客货互济的大通道，在我国区域发

展格局中的分量不轻。2000 年前，这条通道

上“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东西方贸

易交流、文明交汇，形成了繁荣的古丝绸之

路。近年来，在共建“一带一路”、新时代推动

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这条大通道被赋予更

重要的使命，不仅持续发挥向西开放骨干运

输通道的作用，还通过连接兰渝铁路形成了

西部陆海新通道。

兰新高铁持续增长的客流，兰新铁路上

班列往来不绝的繁忙景象，都充分反映出这

条大通道的活力与价值。10 年来，甘肃依托

兰新高铁和兰新铁路建成陆港型国家物流枢

纽和多式联运物流园、保税物流中心等基础

设施，助力其功能从“高铁效应”延伸到“综合

通道”。

车轮滚滚向前，时代快速发展。随着路

网持续完善，这条大通道的支撑力也将不断

夯实。兰新高铁的下一个 10 年，兰新大通

道 的 下 一 个 10 年 ， 将 会 更 具 活 力 、 更 加

精彩。

兰州西站候车大厅。 黄贵彬摄

兰新线和兰新高铁在兰州西站交会。 张博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