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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肃辽阔的大地上，
有一条承载着历史与梦想的铁
路，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依
然静静地躺卧在黄河谷地的臂
弯里。它，就是公司刘家峡专用
铁路。不足 50 公里长的铁轨，已
经见证了这片土地上 59 个春
秋。那沿线回荡的鸣笛声对于年
青一代来说，不过是日复一日的
寻常之声，但对于那些经历过风
风雨雨、见证了它高峰低谷的建
设者和年长者而言，那鸣笛声中
却蕴藏着无尽的回忆与感慨，令
人时常想起这条铁路曾经的辉
煌与不凡。

电站建设的野老功臣冶

说起这条铁路的建设初衷，
就要从建国初期我国自行勘测
设计、制造设备、施工安装、调试
管理的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水电
站———刘家峡水电站的建设说
起。

1958年，在我国运输条件十
分落后的年代，为满足刘家峡水
电站建设及此后梯级开发的盐
锅峡水电站和八盘峡水电站这 3
座大中型水电站的建设物资和
大型机电设备运输需求，国家耗
资 3000 多万元配套建设了这条
专用线———刘家峡专用铁路，又
称刘铁专线。

刘家峡专用铁路随着刘家
峡水电站的开工而修建，于 1965
年 11 月 4日正式通车运营。当
第一声汽笛在小川车站鸣响，整
个车站为之沸腾，参加通车庆典
的水电职工，观看火车的四乡群
众挤得小镇水泄不通。

刘家峡铁路专线全长 43公
里，共 11 座车站，小川站是专线
往兰州方向的第一站，沿着黄河
左右岸谷地蜿蜒而下，沿途设古
城站、四沟站、大川站、孔家寺
站、八一八站、盐锅峡站、金泉站
（70 年代改名为上铨站）、抚河
站、小茨沟站、八一三站。末站
为这条专线的接轨站兰州局兰
青铁路八盘峡站。这条线还密
集分布有：大小桥梁 30座，涵洞
96 座，大小道口 60 多处，隧道 7
座，总长近 3500米。途跨盐锅
峡和孔家寺两座黄河铁桥，长度
超过 250米，其中孔家寺铁桥高
达 28米以上，最大跨度达 64
米。这里还有全国最大的千分
之三十铁路坡道……从种种数
据来看，它都是全国当时独具特
色的一条路线。

当年，车站有 4 座是满足建
设物资运输和编调作业的货运
站，但沿线全部车站都可兼具办
理客运业务，设有供电站建设工
地上下班职工和沿线群众乘降
的客运站台。
1966年，公司设立铁路分

局，具体管理这条除国铁接轨站
外产权界共 43公里的铁路线
路。
电站修建时期，是这条铁路

的辉煌时期。20 世纪 60 年代、
70 年代，刘家峡、盐锅峡、八盘峡
水电站同时施工建设，这条铁路
承担了 3 座水电站建设 70%以
上物资（约 780 多万吨）。高峰

期时，这条线上共有牵引蒸汽机
车 10台，高频率运行的有六七
台，每天把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
物资从八盘峡站拉到 3 座水电
站的建设工地上来。而且还为
刘家峡水电站和盐锅峡水电站
辅设了有直通厂区的支线。
“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建
设的又是国家重点工程，我们的
火车在不属于我们产权界的国
铁线路上也能畅行无阻，可以说
是‘一路绿灯’。”

四局建设者就是在那样一
个生产力水平极度落后、公路条
件和运输能力都非常低下的年
代，依托这条铁路，在近 50 公里
的黄河上，建设完成了 3 座逐级
而下、尾水成库、尾水发电的如
流水作业般的水电大工程，塑造
了依靠我国自主力量建设起来
的“黄河明珠”，为国家建设初期
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电力供应，创
造了水电建设史上的一大奇观。

记忆中的野尕火车冶

1978年，随着 3 座水电站建
设完工，刘家峡专用铁路完成了
当时服务水电站建设的“历史使
命”，逐步转为服务永靖地方厂
矿企业生产原料及产品外运、客
运等经济建设服务。
当时正处在国家“三线建

设”时期，永靖县域范围内规划
建设了刘家峡化肥厂、盐锅峡化
工总厂两座大型化工企业，刘家
峡专用铁路也为这两个厂铺设
了支线。进入 90 年代，铁路沿
线又陆续增加了一批碳化硅厂，
可以说，这些厂矿企业因铁路而
发展，铁路因它们而延续。
但对居住在铁路沿线和周围大
山里的群众，这条铁路独特的
“客货混编”历史更为亲切和刻
骨铭心。
“刘家峡的‘尕火车’，见啥

拉啥，咣当咣当。”现居住在铁
路旁太极镇上古村六社的村民
尤五德是刘家峡水电站建设时
期的移民，提起这条专线，他的
记忆被拉回了当年乘车的情景：
“那是当时出门唯一的交通工
具！”村里的马奶奶一双眼睛也
亮了起来：“20岁那年，我和掌柜
的第一次出门去兰州买嫁妆，坐
的就是这个‘尕火车’！”

当年，“尕火车”早上从刘家

峡开出，在兰州站停靠近 5小
时，人们乘这趟列车进省城办
事，当日可再从兰州返回，可以
说是中国铁道史上最早的朝发
夕返的列车。

到 80 年代初，随着国铁线
路车流车次增加，“尕火车”因蒸
汽机牵引和速度慢，再不被允许
进入兰州站，改为客货混编，只
在小川站至河口南站间运行，但
仍颇为热闹。“那会儿大家啥都
往上拉，贩羊的、卖鸡的、买菜
的，最后一节车厢就是我们的零
担车（发运零碎和小批量等非整
车发运货物的一种铁路货
车）。”

因为便捷和少见的“客货混
标”运行形式，很多群众出于喜
爱便将我们的火车称为“小火
车”。
“其实我们的车并不小，大

家说的小，主要是我们车厢少，
之前最多的时候是货车后编挂 8
节客车，后来就变成 4节了。”
“小火车”还吸引了很多旅游爱
好者慕名而来。随着铁路电气
化时代的到来，蒸汽机车在神州
大地铁路网中已不见踪迹，刘家
峡专用铁路上完好运行的蒸汽
机车便成了“珍稀物”。2006年，
50 多名国外蒸汽机爱好者特意
组团旅游来参观“小火车”，铁路
公司摄影爱好者张伟记忆深刻：
当时国内只有 4个地方保留着
蒸汽机，刘家峡就是其中之一。
外国人来了一个劲拍照还发到
了国外社交媒体，我们也跟着他
们到处拍，同时也拍拍他们！
在他的珍藏版照片中，我们看到
一辆冒着滚滚白烟的蒸汽机正
穿越桥梁，气势如虹，一群人举
着相机等待火车继续前行。李
新法正是拉过这批国外旅游团
的司机，他回忆：他们背着相机，
兴奋不已，还跟我们开玩笑“我
们也都是老司机！”

2005 年 7月，随着周边公路
运输业的发展，客运车厢停运
了，“小火车”的客运服务成为历
史。

2007年 4 月，公司淘汰掉了
所有的蒸汽机，改为内燃机，用
来运输物资。此后，随着当地实
际发展需求和人们生活的实际
需要，这条铁路也在不断地变
化。2013年地方修建中环路，小
川站被拆除，周边开发了商铺市

场，43公里的铁路缩减为 38.7
公里。再到如今，一条条笔直宽
敞的柏油马路就沿铁路而建，疾
驰而过的小汽车和缓缓行驶的
30 公里时速的“小火车”形成了
鲜明的速度对比。

一部时代变迁史

对铁路公司的职工来说，这
条铁路和“小火车”不光是一份
情怀，也是一部从计划经济到市
场经济曲曲折折披荆斩棘的奋
斗史。铁路一头连接的，是生活
的希望，火车拉载的，是未来的
保障。

2024年，铁路公司职工人数
从高峰期的 800 多人变为 80 多
人，30 多年间人员缩减至十分之
一。这条铁路不再辉煌，归根还
是市场经济选择的结果。

刘家峡化肥厂、盐锅峡化工
厂本是铁路公司在 3 座电站完
工后的最大客户，但从 2000 年
起，刘家峡化肥厂的生产原料改
成了天然气，不用重油，盐锅峡
化工厂也处于半停产状态，铁路
公司的货运量少了一半，而且随
着公路网的兴起，客运人数也日
益凋敝。铁路公司营业收入跌至
谷底，发展面临内忧外患。
“这是公司的资产，不能让

它在我们手中垮掉！”铁路公司
进行了削肉刮骨般坚定的改革，
倒计成本、精简成员、内部岗位
调配、承接外营工程……特别是
在 2004年期间，还走出国门参
建了泰克泽水电工程，这些措施
让濒临绝境的铁路公司触底回
升。
在这个过程中，铁路公司职

工也进行了分流，一部分人因为
岗位需要或家庭原因继续留在
了铁路公司，一部分人跟随外营
工程走了出去。
“当年，‘小火车’把四局人

拉了进来，后来‘小火车’又把四
局人‘送’了出去。”
小火车“送出去”的不止铁

路公司的职工。公司因刘家峡水
电站建设起家，后又在龙羊峡奋
斗，再后来顺应市场化的浪潮，
投身李家峡水电站建设，参与黄
河上游水电梯级开发，从此，其
业务范围如波澜壮阔的江河般
逐步拓宽，从水电领域拓展至非
水电领域，铁路、公路、桥梁、房

建、新能源……公司迈入转型升
级、多元发展的快车道。
从运行铁路线路到参与铁路

建设，公司积极把水电工程集成
优势应用到铁路项目建设中。
2008年，公司进入轨道交通业务
领域，参与了代表世界最高水平
的高速铁路———京沪高速铁路
建设，荣获“詹天佑奖”“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等荣誉。以
此为起点，相继参与建设了宁杭
高铁、贵广高铁、宝兰高铁、京沈
高铁、徐盐铁路、浩吉铁路、潍烟
高铁、津潍高铁等国家重点铁路
工程。

从铁路建设到介入地铁施
工领域，公司始终是建设主力
军，2012年 5月，进场参建超繁
华商业圈的地铁工程———深圳
华强北地铁项目，四局人坚持
“创新、生态、环保”的建设理念，
高质高效完成了工程建设，工程
荣获“国家优质工程金质奖”等
多个重量级国家奖项。至此，四
局步入了地铁项目建设的新赛
道，十余年间承担了深圳、武汉、
哈尔滨、洛阳、成都、绍兴、郑州、
重庆、济南和杭州等多个城市超
20项地铁项目建设。

这些宏伟的篇章，在四局人
的笔下熠熠生辉，我们后来见到
的铁路、地铁的轨道都比刘家峡
铁路的长，见到的和谐号、复兴
号、绿巨人都比“小火车”快和
大！然而，回首望去，四局最初的
起点，仍源于那条蜿蜒曲折的 43
公里铁路，正是它默默助力完成
了刘家峡水电站建设，成就了四
局从崛起到辉煌的历程。

这段特殊的历史，是一代代
人接力续写的成果。因为业务量
下降，经营出现亏损，公司结曾
想把铁路交给当地政府，或者直
接停了，因为货运和客运都在亏
损，可是政府说，这是当地唯一
出行的铁路，为了促进地方发
展、服务当地百姓，希望我们不
要停。
为支持政府的决策，也为了

维护四局的荣誉，确保职工们的
生计和安稳，这条路，又继续运
行了 20 年。留在这里的人，也是
对这座小镇、这条铁轨、这几座
火车头最有感情的人，他们为铁
路公司延续发展想尽办法。除了
为刘化厂运输原料，当前铁路公
司还承接了一些兰铁车厢零件
拆除的任务。对内，这条铁路用
的零件、设备很多都是当年的那
一套，只要能保障安全，那就该
省则省，“缝缝补补”、物尽其用。
“父辈和我们都在这里守了一辈
子，如今大家生活安稳，感情深
厚，希望这辆火车能一直开下
去。”
“呜呜———”清晨，“小火车”

再次叫醒这座小城，承载着几十
吨的厚重与坚韧，穿过那一路枣
树林绿意盎然，芦苇荡随风摇
曳，丹霞地貌色彩斑斓……它如
旅者默默见证着四季的更迭，也
与公司共同续写着一段传奇。

岁月之歌———记公司刘家峡专用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