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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志杰

淄博火车站

知多少

早年有一段相声，是相声大师
侯宝林先生说的，这段相声提到一
个有趣的问题，令人记忆深刻———
全国火车站最多的城市是哪个？答
案是山东省淄博市。侯宝林先生在
相声中给出的理由是，淄博市辖张
店、博山、周村、临淄、淄川五个区，
都设有同名火车站(临淄火车站当
时叫辛店站，后改名为临淄站)。这
在全国各地是绝无仅有的，加上辖
区内的一些小火车站，淄博火车站
的数量就更多了。

事实的确如此，细数全国各
大城市，不要说侯宝林先生那个
时候，就是现在，也未必每个区都
有火车站，更不用说同名的火车
站了。

淄博的火车站多，与其地理
位置、历史形成及丰富的矿产资
源密切相关。火车站多出现在铁
路线密集的地方，淄博地处鲁中，
1904年建成通车的胶济铁路贯穿
东西，从胶济铁路衍生出了张店
到博山的支线——— 张博铁路，后
来又延展出张八线，形成了以胶
济铁路为骨架，张八线、铁山线、
辛泰铁路、张东支线编织而成的
一个四通八达的铁路网。

那么，淄博究竟有多少个火
车站呢？从东向西数，胶济铁路进
入淄博的第一个火车站，是与潍
坊市青州临界的淄河店站，以此
西行，依次为辛店站、东风站、金
岭镇站、湖田站、张店站、马尚站、
涯庄站、周村站、三零六公里站、
三零二公里站、大临池站、王村
站、普集站。再往西去的臬家坡
站，就属于济南市章丘区了。

这样算下来，仅在胶济铁路
线，属于淄博市的就有十四个大
小不等的火车站。比如，东风站是
1965年修建齐鲁石化炼油厂铁路
专用线时增建的，1978年之后不
再办理客运业务。三零六公里站、
三零二公里站这两个标有公里数
字的站名，指的是青岛站距此的
距离，由于车站距离周边村镇较
远，因而取这两个数字为站名。

作为胶济铁路的一条重要支
线，张八线由建于1903年5月至次
年6月的张博铁路、1921年完工的
博山到八陡的博八铁路，以及日
军占领山东后续建的南定至罗家
庄和淄川到洪山的两条短途铁路
组成。张博铁路由胶济铁路张店
站引出向西南行，共有五站，分别
是五公里站、南定站、淄川站、大
昆仑站、博山站。博八铁路由博山
站往东南行，经秋谷站、山头站、
石炭坞站，止于八陡站，如果不含
博山站，也是五站。再加上罗庄站
和洪山站，四条支线共有十二个
火车站，总计长度64公里。

需要说明的是，博八铁路初
建于1920年7月，是博山煤商马官
和等人集资40万元修建的私营人
蓄混用推拉车铁路，为轨距两英
尺的轻便线路，初设站为红门站、
山头站、两亩圹站、马家堰站、八

陡站，全长12公里。因战乱、天灾
等不可控因素所致，经营十分困
难，1936年以78万元卖给胶济铁
路管理局。次年，胶济铁路管理局
投资215万元对其进行改造，并与
张博铁路全面对接，形成了现在
的博八铁路。博八铁路是中国最
早的私营铁路之一，而且是山东
境内第一条私人合伙修建的商用
铁路。1948年年底，铁路轨距由1
米改造成标准轨距，使张八线驶
入正轨，并沿用至今。

新中国成立后，淄博境内新
建的铁路线，主要有辛店到泰安
的辛泰铁路和张店通往东营的张
东支线。1969年底经国家计委批
准，将辛泰铁路(当时称为辛大铁
路)列为国家建设项目，1971年列
入国家大型建设项目。自1970年4
月开始，全线主要工程分为四期
建设，1974年6月完成线路建设任
务。辛泰铁路线全长162公里，有
22座隧道，全线建成通车后，1975
年由济南铁路局基建处接管，
1980年底正式交付使用。辛泰铁
路共设包括辛店站、泰安站在内
的二十四个火车站，其中有十二
个火车站属于淄博，占了一半。

1985年，淄博境内辛泰铁路

的站点设置为北起辛店，南至淄
博市博山区的南博山，中间有王
朱站、南仇站、刘征站、南术站、黑
旺站、西桐古站、北牟站、口头(西
石门)站、源迁站、邀兔崖站，这也
是辛泰铁路修建难度最大的工
段。最近几年，经过了电气化改
造，辛泰铁路已经实现全线电气
化运行，大大提高了线路运营效
率和安全系数，成为连接胶济铁
路和津浦铁路的重要通道。

张东支线是胶济铁路的一条
支线，自张店向北经博兴站至东
营，正线全长89公里，这是一条为
适应胜利油田开发而建设的铁
路，设置了杜科站、农中站、索镇
站、曹王站、安柴站、博兴站、陈户
站、纯化站、方家庄站、史口站、东
营站，另有从博兴站经庞家站达
小营站，共计十四个火车站，其中
淄博有四个站，即张店站、杜科
站、农中站、索镇站。

至此，淄博市有多少个火车
站一目了然，其中胶济铁路有十
四个火车站，张八支线有十二个
火车站，辛泰铁路有十一个火车
站(不含辛店站)，张东支线有三
个火车站(不含张店)，总共有四
十个火车站。

丰富多样的

铁道文化

近年来铁路建设突飞猛
进，仅济南到青岛经过淄博，就
有胶济铁路、胶济客运专线和
济青高速铁路。站点变化也非
常大，其中张店站和辛店站相
继改名为淄博站、临淄站，一些
车站休运了，也有新的火车站
启用，淄博的火车站数量也发
生了变化。

岁月更替、时代变迁，淄博
的铁路枢纽作用愈加重要，铁
路与火车站构成了丰富多样的
铁路文化，给这座资源型工业
城市带来很大的开发利用空
间。淄博市既有国家干线胶济
铁路，也有山东最早的私有铁
路，还有建设于备战备荒时期
的辛泰铁路，铁路网密密麻麻，
并以此构成了丰富多样、灿烂
多姿的铁路文化。

以张八支线为例，沿线各
火车站均有地域特色鲜明的物
产，煤矿、瓷窑遍布铁路两边，
派生出多条呈放射状的短途线
路，形成了独有的铁道风景。张

店 (今淄博 )火车站建筑物部分
保存尚好，站内水塔成为地标
性可见实物。博山火车站站房
等建筑物虽多数被弃用，但现
在依然存在，而且无结构性损
坏，经过整修即可投入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辛泰铁路上
一天一列的绿皮列车，已经成为
广大铁路迷“打卡”之地。这趟网
红“慢火车”方便了沿途居民出售
或购买农产品，被人们称作“爱民
列车”“庄户列车”。

翻看1978年8月1日实行的
济南铁路局旅客列车时刻表，除
了胶济铁路开行的旅客列车比
现在多，其他各条线路都有不同
区段的客运列车开行。比如，张
店到东营每日往返一趟，辛店到
湖屯(泰安)每日对开一趟，张八
线更是每日开行四趟列车，分别
是济南到博山往返一趟，一趟张
店到八陡，两趟张店到博山，都
是当日对开，极大方便了淄博与
周边城市群众的交通往来，基本
解决了交通不便地区百姓的出
行难题。

近年来，随着公共交通的发
达和私家车的增多，民众对铁路
短途出行的需求有所减少，铁路
客运量明显下降，铁路部门随之
停开了部分旅客列车，特别是张
八线运行的客车全部停运。然而，
随着时代变迁，多样化出行与体
验越来越丰富，人们的审美观也
在逐渐变化。

今年，淄博烧烤成了网红，
各地游客纷纷赶来淄博，如果
这时能适时开行环市旅客列
车，尤其是开行一趟蒸汽机车
牵引的绿皮火车，将为淄博旅
游再添一把火。

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地方
的一些小火车站休运了，然而铁
道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大有可
为，将是未来文旅资源挖掘的新
资源，尤其是淄博有着丰富的铁
路文化遗产，若能被充分利用起
来，将会很有看头。

我的爷爷曾经是张店机务
段的一名蒸汽火车的司机，一
干就是几十年。小时候我坐着
爷爷开的火车走了淄博的不少
地方，张店、博山、周村、淄川不
用说了，齐鲁石化、黑旺铁矿、
铝厂、煤矿、陶瓷厂等大企业也
看过。其他隐匿在大山深处的
黑旺、八陡、洪山以及众多铁路
边的小山村，都有幸目睹，这些
地方山清水秀、物产丰富。

对于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
记忆，连接了众多历史文化遗
存的铁路线和火车站，既是重
要的工业遗产，又可作为展示
空间，连接过去与当前的纽带，
延续城市的文脉。

位于博山的颜神古镇去年
开门纳客，其旧址便是一处陶
瓷厂和职工居住的村落，记得
有一条铁路专用线通至厂内，
运送货物，以前很是繁忙。旧有
的窑址、厂房得以修缮保护，显
现着旧有的模样。如果像过去
那样，有一条铁路线与古镇连
接在一起，这里的一切就会变
得通达。

▲ 20世纪30年代，胶济铁路淄河大桥双机动试运行。

▲ 1904年建成的博山火车站。

淄博的火车站多，与其
地理位置、历史形成及丰富
的矿产资源密切相关。火车
站多出现在铁路线密集的地
方，淄博地处鲁中，1904年建
成通车的胶济铁路贯穿东
西，从胶济铁路衍生出了张
店到博山的支线张博铁路，
后来又延展到八陡，又叫张
八线，形成了以胶济铁路为
骨架，张八线、铁山线、辛泰
铁路、张东支线编织而成的
一个四通八达的铁路网。

近年来铁路建设突飞猛
进，站点变化非常大，许多火
车站休运了，然而铁道文化
的保护、开发利用大有可为，
将是值得挖掘的文旅新资
源。

地理位置优越，铁路网四通八达

淄博：最多时有四十个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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