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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陇海铁路线上的蔡家坡

火车站，已有 80 多年历史，铁路横

穿岐山县蔡家坡镇的城区，让这个

小镇迅速发展起来。如今，作为重

要的交通节点，蔡家坡火车站周围

仍然围绕着几条热闹繁华的街区，

吸引着大批游客。

12 月 5 日，记者来到经过改造

提升的蔡家坡火车站。这里焕然一

新，宽敞的站前广场规划出整齐的

停车位，还有漂亮的候车室，广场一

旁，两节观赏性的绿皮火车车厢格

外引人注目。

近几年，专程坐火车来这里“打

卡”再去逛街、吃擀面皮和臊子面的

游客越来越多。蔡家坡火车站的故

事也再次被人们津津乐道。

从上世纪 40 年代开始，蔡家坡

因为陇海铁路、火车站的建成投用，

商业、工业快速发展，因此有了“小

上海”“小武汉”的称号。当时以机器

大工业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先后在

蔡家坡“落地”，蔡家坡纺织厂、西北

机器厂沿着陇海铁路相继迁到这

里。抗日战争时期，这些企业生产的

物品有力支持了抗战。

新中国成立后，蔡家坡火车站

得到了长足发展。如今，它是中国铁

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宝鸡车务段

管辖陇海线上的一座三等站。它周

边的几条小吃街、步行街，以及大型

商场、超市等，构成了火车站周围的

繁华，使它成为一个交通节点。

西北机器厂的老职工赵金秀告

诉记者，自己是上世纪50年代，和兄

弟姐妹、乡亲们从河南洛阳一起坐

着火车到蔡家坡，进入厂里工作的。

记得那时，蔡家坡火车站虽然不大，

但来往的人很多。一出车站，就是热

闹的街道，步行到厂区只需要10分

钟左右，很是便利。赵金秀还笑着

说：“我们一直把‘逛街’叫作‘逛

火车站’，因为蔡家坡火车站周围

就很繁华，买东西很方便。周围村

子的人来这里逛，也叫‘逛站’。只

是外地人来了，不知道我们所说的

‘逛火车站’是什么意思。这是蔡家

坡的一大特点。”

2022 年下半年，改造后的蔡

家坡火车站站前广场与大家见面，

拆除了原来广场东西两侧的旧房

屋和砖砌围墙，贯通了广场和货

场。新增停车位80个左右，实现“快

速安全进出站”“便捷乘车”以及“人

车分流”等功能，缓解了火车站周边

交通拥堵，对周边环境改善、蔡家坡

城市品位提升等具有重要意义。

80多年的老车站，有着曾经的

故事，如今热闹依旧、繁华更多，同

时，正在成为更新的“城市名片”。

在秦岭山巅，有一个火车站声

名远扬，那就是全国唯一一座与山

脉同名的火车站——秦岭火车站。

从最初的中转站，到如今的赏红叶、

冰雪游乘车必经地，秦岭火车站已

经成了各地游客组团来秦岭玩耍的

网红打卡点。

近日，记者登上 6063 次列车。经

过约一个半小时，火车缓缓驶进秦岭

站。站外的天空湛蓝如洗，一块景观

石上赫然刻着红色的大字“秦岭车

站”。据车站工作人员介绍，新中国成

立后，为了打通秦岭南北往来屏障，

1952 年，国家开始动工修建北起宝

鸡、南至成都的宝成铁路。该铁路于

1958 年正式运营，总长 668 公里。

秦岭站位于凤县黄牛铺镇，海拔达

1314 米，与“一生一世”谐音，因此成

为很多情侣前来“打卡”的又一理由。

在宝成铁路各个站中，秦岭站虽然不

大，但它承载着一代建设者“不怕苦、

不服输、不含糊”的精神和新中国铁

路变迁的历史记忆。

在秦岭火车站前，有一个宝成

铁路主题文化广场十分引人注目，

这是利用车轮、车厢、铁轨等铁路元

素打造的景观，看上去既有工业风，

又有现代的简约风。广场上红色的双

心名叫“1314 铁轨连心轨”，寓意情

侣们的爱情坚如铁轨。初心湖和党史

文化长廊，引得游客竞相拍照。在一

旁的宝成铁路精神陈列馆和宝成铁

路文学馆内，还记录着秦蜀道路的伟

大变迁，展示着宝成铁路的“前世今

生”。据了解，秦岭火车站站前广场于

2021 年底动工，2022 年夏季完成。

经过半年多的改造升级，秦岭火车站

充满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吸引各地游客的，除了这里深厚

的铁路文化外，还有大自然赐予的最

美景色。热爱旅游的宝鸡市民侯亚

楠说，夏季，这里苍翠满目；深秋，

秦岭漫山红叶；冬季，这里又变成

了冰雪童话世界。和朋友们相约，

带着孩子来这里露营、赏秋、滑雪，

都是非常不错的旅游体验。“游玩

后，再到附近农家乐吃顿凤县的豆

腐宴，特色乡村美食让人垂涎三尺、

大饱口福。”

家住凤县黄牛铺镇的“80 后”

张家乐感叹道：“大学时在外地上

学，虽然那时交通已经很发达，可是

一到冬天下大雪，回凤县老家就只

能乘坐慢火车。这么多年来，我看到

了秦岭车站的巨大变化，这里变得越

来越美，前来‘打卡’游玩的人越来越

多，让原本宁静的大山变得热闹起

来，大家品美食、买山货，也让我们山

里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生活变得更

加美好。”

火车站
人文宝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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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

时尚美观的火车站外观、约 650

平方米的站房、多功能的崭新候车

厅、贴心的无障碍通道，12 月 5 日，

记者从宝鸡火车站乘坐K368 次列

车，仅 16 分钟就到达虢镇火车站，大

变样的虢镇火车站令人眼前一亮。虢

镇火车站是陇海线上的一个三等站，

建于1936年，如今已有87岁“高龄”，

但它改造升级后的样貌，却可以用

“青春焕彩”来形容。  

陪伴虢镇人 80 多年的虢镇火

车站，载满了当地人的回忆和故事。

采访当天，虢镇火车站站前广场上

是一片忙碌的建设场景。正在忙活

的宝鸡市陈仓区房屋征收中心主任

卢晓鹏介绍，去年 10 月，虢镇火车

站候车大厅站房建设及站台改造项

目完成，并开通动集动车组列车 3

趟，虢镇火车站由此正式迈入“动车

时代”。目前，虢镇火车站广场改造

提升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计

划建设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眼下

2 万平方米的地下两层车库的主体

结构已经封顶，预计明年 5 月虢镇

火车站站前广场将揭开面纱。届时，

虢镇火车站站前广场及周边将会有

公交场站、休闲广场、步道、文化浮

雕墙、绿地等，满足群众的出行、休

闲、旅游等需求。

“虢镇火车站和周边环境变化

真大。原来的老站房是砖木结构，

小小的一扇门我走了无数遍，现在

新站房典雅大气，有周秦时期建

筑风格，与虢镇的地名文化很吻

合。”77 岁的麻怀仁在虢镇火车

站附近住了 30 多年。他回忆说，过

去，虢镇火车站周边是棚户区，上

世纪三四十年代，虢镇站建起后，

一些人沿着陇海线，从河南等地来

到地平人稀的虢镇扎根，落脚在虢

镇火车站旁。后来，一些铁路职工也

在火车站周边居住、生活。土房、砖

瓦房挤得密密实实，形成了比较大

的一片棚户区。去年，虢镇火车站片

区开始改造提升，棚户区变身公园

和广场。如今，车站体育公园已初步

建成，漫步公园，打球的、

跳舞的、散步的群众，让公

园里人气满满。盛开着紫

色花朵的墨西哥鼠尾草，

给公园增添了一份浪漫气

息，“复兴号”列车从公园

旁“嗖嗖”驶过……

“过去，人能听见火车响，但看

不见火车，因为棚户区把火车挡住

了。现在人能看见火车，但听不见火

车响，因为火车跑得更快、更静音

了。”麻怀仁谈到，虢镇火车站变新

了，棚户区没了，火车也变快了。以

前坐火车去西安办事当天回不来，

现在坐C162“复兴号”去西安只需

一个多小时，早上出发去办事，中午

吃碗羊肉泡馍，下午逛会街，太阳下

山前就赶回虢镇了。麻怀仁感慨 ：

“虢镇火车站变‘年轻’了，周边环境

越变越好了。”

对于虢镇人来说，虢镇火车站有

讲不完的故事：有人说它曾是宝中

（宝鸡到中卫）铁路的始发站，有人说

它曾把“双鸥”洗衣机、“熊毅武”方便

面运了出去，有人说它是虢镇人外出

求学的追梦出发点……这些与车站

有关的故事里，满怀着虢镇人对这方

热土的眷恋。如今，虢镇火车站正以

新面貌，“目睹”和“陪伴”着虢镇人的

新故事。

虢镇火车站    “八旬”车站换新颜
本报记者 张琼

蔡家坡火车站    繁华的“交通节点”
本报记者 麻雪

秦岭火车站    秦岭“打卡”第一站
本报记者 罗琴

游客们在秦岭火车站集结“打卡”

虢镇火车站站房焕然一新

崭新的蔡家坡火车站

雪景中的宝成铁路主题文化广场

编者按 ：
宝鸡被称为“火车拉来的城市”，这里与铁路文化有关的实物、故事有

很多。继不久前推出的“老火车头背后的故事”之后，本期《人文宝鸡》栏目，
我们再推出一组“火车站的故事”。

今年 10 月，备受关注的宝鸡火车站站前广场经过改造提升后向市民
及游客开放。其实近几年来，宝鸡的多个火车站都进行了改造提升。崭新的
火车站，更有韵味颇深的故事。本期栏目，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新的虢镇火
车站、蔡家坡火车站、秦岭火车站，听听关于它们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