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6小时缩至1小时

从北京出发，穿越燕山山脉抵达塞外

山城张家口，不足200公里距离，火车要走

多久？时代不同，答案自然不同。1909

年，中国自主勘测、设计、施工的第一条铁

路京张铁路上，火车时速约35公里，全程

需要 6 个多小时。而今，记者乘坐的

G2505次列车，从当日8时40分从北京北

站出发，至当日9时49分到张家口，全程

仅用了1小时09分。

京张高铁从北京北站出站后就钻进

了清华园隧道。“误差不超过一毫米”的清

华园隧道穿过近90条城市管道线路。借

助于盾构机的使用，整个隧道施工像外科

手术一样精准，既保护了历史遗迹，同时

也不打扰城市生活。列车一路向北，记者

沿途看到雄伟壮丽的居庸关长城、水关长

城、八达岭长城，看到烟波浩渺的官厅水

库，一站一景，美不胜收。

从小跑开车到按下按钮

北京北动车所副所长徐海涛介绍，此

趟列车的一大特点是高耐寒设计。线路

上隧道较多、高寒等特点对密封要求更

高，整个列车通过安装低温元器件、低温

材料等，起到防雪防寒的效果。在原有复

兴号最低零下25℃的运营环境基础上，进

一步降低到可保障在最低零下40℃的环

境中安全运营。同时，列车运行中平稳度

高，“竖一枚硬币也不会倒”。

八达岭长城站在地下102米深处修建

而成，因为八达岭长城就在车站的上方。在

长城站的正上方，还有另一座历史建筑——

京张铁路的青龙桥火车站。京张高铁通车，

它就会与京张铁路在这里“会合”。过去，为

了攀爬陡峭的山坡，詹天佑运用了一段“人”

字形铁路，一个火车头在前面拉，另一个在

后面推。到了青龙桥站，要倒过来。这就使

得司机每到这站，都要从车头一路小跑到原

本的车尾位置，继续驾驶。相比起来，京张

高铁的司机可就轻松多了，只要按一下启动

按钮，即可实现动车组加速运行或减速停

车，只需在驾驶室值守就行。

见证并经历新的时代

在古老的八达岭长城下方，列车即将通

过世界上埋深最深、规模最大的暗挖地下高

铁车站——京张高铁八达岭长城站。

“进站速度必须保持在每小时80公里以

下，停车前还须确认行车许可。”徐海涛说，驾

驶智能动车组列车与驾驶其他复兴号列车有

很多不同，需要学习的东西也更多，必须反复

研究故障应急处理办法，将流程烂熟于心。

负责驾驶京张高铁列车的动车组司

机团队来自怀柔北机务段。为了高质量

开好京张高铁列车，筹备组提前一年选拔

了近50名动车组司机骨干进行培训。他

们短时间内就掌握了高铁驾驶的全部技

术，考取了资格证。每一名司机需要摸透

每一段线路、每一个停靠车站的“脾气秉

性”。为此，他们收集了信号机坐标、区间

信号标志牌坐标、隧道长度、线路坡度等

大量繁杂的数据资料，并经精心计算处

理，形成三大本厚厚的线路图。

京张铁路上，内燃机车经历百年沧

桑；京张高铁上，复兴号列车纵情驰骋。

我们见证并正经历着新的时代。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北京至张

家口高速铁路12月30日开通运营，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作出重要指示。他指出，1909年，京张铁路

建成；2019年，京张高铁通车。从自主设计

修建零的突破到世界最先进水平，从时速35

公里到350公里，京张线见证了中国铁路的

发展，也见证了中国综合国力的飞跃。回望

百年历史，更觉京张高铁意义重大。谨向参

与规划建设的全体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和

新年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京张高铁是北京冬奥会的

重要配套工程，其开通运营标志着冬奥会配

套建设取得了新进展，其他各项筹备工作也

都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确保冬奥会如期

顺利举办。

京张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中“八纵八横”京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北京冬奥会重要配套基础设施工程，于

2015年12月开工建设。京张高铁由我国自

主设计建造，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时速350公

里的智能高速铁路。开通后，北京至张家口

太子城的冬奥会主赛场可在1小时内通达；

与连接开通的张家口至呼和浩特、张家口至

大同高铁相衔接，北京至呼和浩特可在2小

时20分钟左右通达，北京至大同可在1小时

40分钟左右通达。

习近平对京张高铁开通运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京张高铁建成投运意义重大
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冬奥筹备

燕都融媒体记者 陈晓红

京张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中国铁路之

父”詹天佑的曾孙詹咏也乘坐了首班开往

张家口站的G2505次列车。

谈及对铁路的情感和当日乘车的感

受，詹咏表示，“百感交集。最强烈的感受

是缅怀，不仅为我的先辈，更为那些为中国

铁路建设而奋斗的中国铁路人。”

詹咏目前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

任，此次是应张家口市委宣传部邀请，专程到

张家口参加庆祝京张高铁开通主题系列活动。

“我小时候最喜欢在铁道边看绿皮火

车经过，还喜欢在没有火车经过的铁轨上

走一走。踩着一根根枕木，我恍惚间觉得

能与之沟通，冥冥之中有一种和祖辈交流

的感觉。”詹咏说，这次是他第一次乘坐从

北京开往张家口的列车，坐在温暖的车厢

内，看着窗外的风景，感受着飞速行驶的列

车，内心激动而快乐。

“从前坐火车也碰到过人贴人、人挤

人，甚至有人躺在座位底下、睡在行李架

上，还有人从车窗处往里爬。而坐上高铁

列车，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非常舒适。我

觉得比坐飞机还要舒适。”詹咏说，自己还

是在五年级的时候来给曾祖父、曾祖母迁

墓时远远地看过京张铁路，还到青龙桥站

的站台上看过铁轨，但从未真正坐过这条

线的火车。“小时候的印象是模糊的，这次

乘坐高铁列车的印象很温暖，很真实。”

詹咏说，小时候通过他的伯父、詹天佑纪

念馆首任馆长詹同济介绍而知道了曾祖父的

一些事迹。作为詹天佑的后人，他对于曾祖

父詹天佑的一切都是抱着做研究的态度逐渐

了解的。而翻阅的史料越多，他对曾祖父的

了解也就越详细，对京张铁路倾注的感情和

关注也就越多。这里面，既有家族的自豪，也

有爱国情怀。詹咏说，曾祖父詹天佑晚年时

说过的一句话留给他深刻的印象。当年修建

京张铁路时，一方面是自然环境非常恶劣，技

术上有一系列的难关要攻克；另外一方面，全

世界的眼睛都盯着中国的这个举动。曾祖父

詹天佑承担着巨大的压力，曾说：“如果我失

败了，不仅是我个人的失败，也是中国的失

败。”他听长辈说，曾祖父去世前，口述遗言，

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如何发展中国工程事业、

如何维护中国铁路权益、如何让中国工程学

科后继有人。曾祖父詹天佑的爱国情怀和为

国家富强不懈奋斗的精神让人感动。

“当年，我的曾祖父骑着小毛驴勘测铁路

路线，是由当时的技术和地理条件决定的。现

在，京张高铁更具有科学性，技术含量更高。”

京张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詹咏说，中国铁路的

发展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说京张铁

路是中国人自主设计和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干

线，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那么京张高铁作为

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重要交通保障设施，同样

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前后相距百年的两条

铁路的“交会”，是民族精神的传承，也是我们

国家和民族日益繁荣昌盛的体现。他用“自

豪”来形容当日乘车的感受，“不仅为我的曾祖

父自豪，更为我们中国铁路人、为当代中国而

自豪。”作为“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的后人，詹

咏说：“我期待京张高铁能给张家口的发展带

来更大的活力，能体现出中国的制造水平。”

“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后人詹咏：

传承民族精神，为当代中国自豪

12月30日，一列复兴号动车组列车驶过京张高铁官厅水库特大桥。 记者赵杰/摄

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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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京张高铁，一小时感悟百年巨变
2019年12月30日8时40分，G2505次复兴号列车迎着寒冬凛冽的北风准时从北京

北站缓缓驶出，京张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记者登上从北京北站首发的G2505次列车，体

验京张高铁的速度。本次列车途经清河站、东花园北站、怀来站等站抵达张家口站，然

后再西行，终点站是大同南站。

燕都融媒体记者 陈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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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咏专程体验京张高铁詹咏专程体验京张高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