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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参加“探馆”活动的市民代表相聚在上海铁路博物馆，

通过实地参观与畅谈，一起回顾上海及华东铁路100多年来所走

过的历程，感受中国铁路发展的历史和变迁，为中国铁路的迅猛

发展而欢欣鼓舞。驻足在《实业计划》图前，解说员兴奋地告诉大

家，随着福建龙岩至广东龙川高铁梅州西至龙川西段的开通运

营，中国铁路营运里程突破16万公里，其中高铁超4.6万公里。

上海是中国铁路商业运营的起源之地，1876年建成的吴淞铁路

是中国的第一条运营铁路。上海曾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都建有

火车站，临近苏州河的上海北站（1987年上海站建成后称之为“老北

站”）是上海曾经最繁荣的车站。二十年前，铁路博物馆在老北站的

原址上按照原样的1∶08比例建成并对公众开放。颜女士说，小时候

常在这里乘坐绿皮车去苏州外婆家，也曾多年每天经过天目东路去

上班，还真不知道老北站以前还有一座具有英式古典建筑风格、并早

于1909年建成的精美站厅。现在，从出家门到上海站坐高铁只需个

把小时就到苏州家中。中国高铁速度，赞！

丁馆长介绍道，特别是近年来，长三角铁路的建设成就令人瞩

目。如今，长三角已拥有26条高铁，铁路营业里程逾1.45万公里，

其中高铁里程超过7200公里，成为全国高铁网络最发达完善的区

域之一。从沪苏湖高铁让上海、苏州、湖州等核心城市紧密相连，

到杭温高铁串连起多个经济重镇和著名景点，再到宁淮城际铁路

为江苏省沿江城市群注入新动力。

在修建沪杭铁路时竖立的界碑前、在上世纪20年代和40年代建

造的老式蒸汽机前、在列车编组等多媒体演示台前，大家不时停留细

看资料与实物，饶有兴趣地问这问那，拍照留影。70多岁的潘先生

抚今追昔，更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不停地赞叹中国铁路建设的成

就巨大。他对众人讲述，想当年，他随父母回扬州邗江老家探亲，需

要先坐闷罐火车再乘长途汽车而且要摆渡过江，到家都已是第二天

了，现在去邗江乘坐高铁只要两个小时，了不起。

在室外广场展区有早期上海火车站的场景，广场中间有个钟楼，

有历史怀旧感的月台雨棚，还有蒸汽机车等。大家不顾大太阳，上上

下下逐个观看，在倍感亲切中感受我国铁路事业的蓬勃发展。

随后，一行人兴致勃勃来到上海站，坐上高铁，花二十分钟来到

了太仓站。走出站点，就来到了北沿江高铁沪宁段站前Ⅲ标太仓项

目现场，与另一队现场考察成员会面。北沿江高铁是国家“八纵八

横”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长度553.762公里，设计速度

350公里/小时，全线设16座车站。只见铁路建设者正在进行墩身施

工，身边的铁轨也完全不再是记忆中的轨道。举止远眺，施工现场望

不到边，只有一条条高架通道向远方延伸。

中国的铁路已经成为一张“中国名片”走向了世界。高铁，不仅

拉近了城市之间的距离，更拉近了人们与美好生活的距离。相信在

未来，中国铁路将继续为区域发展和人民幸福作出更大的贡献，书写

出更加辉煌的篇章。 （魏跃明）

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摇篮，也是新中国最强大的工业城

市，在新中国工业发展史上，上海具有重要地位。2024年是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

一年。在国逢盛世、普天同庆之时，我们以走访上海产业基地

为主线，通过一系列“探馆”活动，串起一条“爱我中华”的红色

之旅，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工业取

得的巨大成就，突出描绘“爱我中华”的历史画卷，展现吾辈愿

以寸草报华夏，且将岁月赠河山的昂扬时代气息。

本系列活动由文汇报主办、静安区大宁爱跑团、上海铁路

博物馆等单位协办，上海梵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

本系列活动得到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