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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呼万唤中，香格里拉终于通动
车了！喜讯传来，不由让我回想起了
30多年前的那些往事。

我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那
个年代出生的人，对车和路的记忆尤
为深刻。记得我第一次见到汽车是
在7岁那年，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只
要有人喊一声“汽车来了”，我们这些
小孩就会从村子的四面八方冲出来，
冲到车路边，看汽车从眼前驶过。有
时，我们还要跟着汽车跑上一段，在
漫天的灰尘里钻出钻进。第一次坐
车却是在我初中毕业考上师范的那
一年。本来当时以我的成绩是可以
报昆明师范或怒江卫校的，但家里觉
得路远开销也大，只让我报了迪庆师
范。那时候，塔城到维西县城还没有

通公路，到县城除了走路，就要绕道
丽江巨甸，再从巨甸经栗地坪到县
城。开学前，因为要到县城保和镇去
体检，而且也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所
以我爸陪着我去。那天，我妈给我们
搭了一辆去县城的救护车。由于救
护车相对密闭，我和我爸晕车晕得厉
害，车身也被我们吐得污秽不堪。同
车的人表情嫌弃，却也没说什么。我
既羞愧又难受，晚上住在巨甸旅舍，
几乎一口饭都没有吃。第二天，还好
我们起得早，救护车正准备离开，见
我们匆匆前来，只好再一次让我们坐
到了县城。

体检结束后，我们先搭车到达攀
天阁乡政府所在地，然后徒步返回塔
城，到达塔城乡海尼村时已是半夜。

经过那些村寨时，一路都有群狗围追
堵截，我们只好一人手握一根木棍驱
狗。我爸开路我殿后，虽免了晕车的
苦，一路上却也是担惊受怕。真应了
那句话：在家怕鬼，出门怕狗。多少
年过去了，这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我在师范读书时，塔城到维西县
城、到巨甸都没有客车，多少个寒暑
假，从我哥外出读书起，一直到我弟
外出读书时，我妈为了给我们搭车不
知求了多少人。有时，天还没亮，我
妈就带着我们瑟缩在汽车师傅家的
屋檐下了。很多次，从巨甸到塔城，
将近 50 公里的路程，我一天就走到
了。还好，我读书没有经历过春运的
拥挤与煎熬，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了吧！

参加工作后，我幸运地成为了一
名新闻工作者。作为新事物、新观念
的传播者，我亲眼见证、亲身经历了
迪庆日新月异的变化。特别是香维
公路的开通，使我回家的时间从整整
一天缩短到了3个小时。

再后来，迪庆不仅开通了航班，
有了机场，还有了高速公路，一个越
来越“前卫”的香格里拉正呈现在世
人面前。

如今，香格里拉再次迎来动车
时代，我们不用表明什么，迪庆的形
象就已瞬间拉高。坐着最舒适的交
通工具回香格里拉，满满的幸福感
是不是油然而生？最主要的是，我
们的子孙后代再也不用忍受交通落
后的苦了。

动 车 随 感
彭跃辉

滇藏铁路丽香段自2014年10
月28日开工以来，一直涌动着迪庆
各族人民和向往香格里拉游客的
心潮，人们盼望着早日竣工通车。

最近听说工程已全部完工，
正在检测列车安全运行的各种性
能，大家翘首以盼的通车典礼终
于迎来了倒计时。

过去云南好些地方特别是边
疆少数民族地区，交通条件十分落
后。人们出行多数人靠徒步，少数
人靠骑马坐轿，运输全靠人背马
驮。

解放初期，有一首唱响云南
的歌曲叫《山间铃响马帮来》，歌
词写道：“毛主席的马帮为谁来
哟？为我们边疆的人民有吃那个
有穿哟。”形象地反映了在当时交
通极其落后的条件下，只能靠马
帮运输解决边疆各族人民的吃穿
所需。

以迪庆为例，解放前没有一
寸公路，1956 年筑路大军开进中
甸，丽中公路破土动工，从那时起
才有了公路，当然，最初开通的是
四级土路，通达条件有限。

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是交
通事业的迅速发展。改革开放前
迪庆的公路等级为四级土路，改革
开放后由四级土路变为三级油路，
到20世纪末由三级油路变为二级
油路，2021年9月29日香丽高速公
路建成通车，谱写了迪庆公路建设

史上的新篇章。此前，在党和国家
的亲切关怀下，在云南省委、省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迪庆香格里拉机
场于1997年动工修建，仅用了短
短两年多时间，于 1999 年 4 月 30
日建成通航，现在，又传来滇藏铁
路丽香段即将通车的好消息，真可
谓捷报频传、喜讯连连，迪庆交通
将迎来全新的时代。

动车具有便捷舒适普惠等诸
多优点，是中低收入人群的首
选。它有别于普通列车站点多、
速度慢和高速铁路站点少、短途
出行不便等特点，是介于普通列
车和高速铁路之间适合大多数人
乘坐的理想交通工具。

滇藏铁路丽香段开通后，将为
沿线群众出行和游客到迪庆游览
观光带去极大便利。对无处不是
景的香格里拉来说也是发展旅游
业的一大契机。列车到达虎跳峡
站，人们可以就便领略世界奇观虎
跳峡的磅礴气势；到达小中甸站
后，游客便可沉醉于美不胜收的杜
鹃花海；到达香格里拉站后，更可
游览万亩湿地纳帕海、生机盎然的
依拉草原、具有上千年历史的独克
宗古城，还有山水草相连、原始森
林密布、杜鹃醉鱼的普达措景区，
香格里拉优美独特的自然景观等
待八方宾客前来探寻。

滇藏铁路丽香段通车之日就
是美好愿望实现之时。

迪庆通动车 宾主皆欢喜
禹中玉

5 月 24 日下午，香格里拉碧空
如洗，我和长子自驾小车，驶离州法
院小区，去观看建设中的香格里拉
火车站。

香格里拉火车站建筑都是藏式
风格，站前已安装好电子显示屏、太
阳能灯，偌大的广场寂静无声，“香格
里拉车站”“香格里拉欢迎你”13个大
字十分醒目，牦牛在车站周边的草地
上啮食着青草。此时，我想象着通车
时的场景：站前广场成了沸腾的海
洋，身着盛装的迪庆各族人民唱着

《天路》，拉着弦子、舞动锅庄，欢庆动
车开到迪庆高原。

记得1999年的一个夜晚，为送一
份急用材料，我坐了10多个小时夜班
车，从香格里拉赶往昆明，不仅耗时，
还很辛苦。现在滇藏铁路丽香段快
要通车，昆明到香格里拉有望5个小
时到达，安逸舒适且又快捷。丽香段
全长 139.7 公里，开行旅客列车速度
目标值为140公里每小时。随着连接
丽江古城、拉市海、玉龙雪山、虎跳
峡、哈巴雪山、香格里拉等著名景区

的“天路”开通，迪庆交通全面实现了
“铁、公、机”无缝衔接。2014 年 12
月，香丽高速公路开工建设，2021年9
月全线投运；1997年兴建迪庆香格里
拉机场，1999 年 4 月通航；2014 年 10
月，滇藏铁路丽香段开工建设，2023
年底通车。香格里拉已经不再遥远！

迪庆，藏语意为“吉祥如意的地
方”，位于滇、川、藏三省区交界处，拥
有香格里拉、梅里雪山、茶马古道、三
江并流4张世界级名片。中外游客不
论是乘坐飞机、动车或是从高速公路

自驾来到迪庆，游了依拉草原、纳帕
海、碧塔海、白水台、松赞林寺、巴拉
格宗、虎跳峡、梅里雪山等著名风景
区后会流连忘返。有一次，我在巴拉
格宗景区听到一位外地游客对同行
的伙伴说：“如果此生不来香格里拉
游玩一次，会留下终生遗憾的。”我相
信这位游客不是信口开河，而是发自
内心的感慨。迪庆各族儿女期盼动
车开通，也期待远方宾朋的到来。远
方的朋友啊，雪山在呼唤你们，香格
里拉在等你们！

香 格 里 拉 并 不 遥 远
和向东

丽水金沙同欢唱，一江两岸路更畅。
玉龙哈巴齐献歌，百乡千村富起来。

贺滇藏铁路丽香段开通
高剑平

复兴巨龙舞金沙，和谐动车行三江。
哈巴雪山雪不寒，杰当牧场牧人喜。
才赏大研小桥水，又食独克牦牛餐。
四万八千岁作古，早发夕至围夜炉。

（一）

丽香筑天路，通江达四海。
峡谷只等闲，转瞬走世界。

（二）

（三）

（一）
才在丽江上火车，转眼过了冲江河。
藏族阿哥拉弦子，纳西姑娘唱起歌。

欢呼香格里拉高铁开通

殷著虹

（民歌四则）

注：民歌四则根据香格里拉江边小调整理。

（二）
雪山峡谷好风光，大桥跨过金沙江。
盼去花开又花落，火车到来笑声多。

（三）
牛拉犁头走原路，火车一路唱新歌。
唱个迪庆呀啦嗦，高铁到来东方红。

（四）
动车车头两头挂，来来回回情一桩。
麦子粑粑味道淡，新采蜂蜜甜心头。

记得鲁迅先生说过：“世上本没有
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交通建
设属基础设施建设，一个地方的繁荣、
富强离不开交通。只有道路畅通，才能
商旅云集，搞活经济、促进发展。

一
时光回溯到1988年7月13日，刚

刚从丽江教育学院毕业的我和10多
名迪庆籍同学，按要求到迪庆州教育
局报到，因为担心第二天误车，我们
当天下午就背着行李，从学校走了一
个多小时的路，住进了离客运站最近
的丽江二旅社。第二天早上7点，我
们坐上了赶往香格里拉（当时叫中
甸）的客运班车。

当时，丽江通往香格里拉的公路
是一条柏油路，按等级划分，应该还不
到四级路标准。客车是一辆30多座的
老旧汽车，感觉时速到40千米每小时
就已经到极限了，当师傅换挡加速时，
发动机的声音就像一匹老马因不堪重
负而嚎叫，这时浓浓的油烟就会从车窗
飘进来，刺激全车人的鼻腔。

相继经过拉市海、铁甲山、白汉
场、龙蟠，再过继红桥后进入迪庆境
内，这时道路比丽江境内的要窄一
些，车速也更慢了。一路沿冲江河而
上，时而在一些过度路面上颠簸，牵
带起浓厚的灰尘，约两小时后，客车
驶过冲江河，开始爬坡。下午4时左
右，我们进入小中甸镇境内了，视野
逐渐开阔起来，古朴的藏房上飘起缕
缕炊烟，路两边是浓浓的绿色，使高
原的夏天显得生机盎然。直到将近
下午6时，我们才到了州府所在地。

第二天一早，我们到州教育局报
到。报到进行得很顺利，只用了一个
上午就完成了。教育局的工作人员
将我们的档案收录后，让我们回各县
等候分配文件。又是一路颠簸，两天
后我回到了维西老家。更惨的是当
时香格里拉县城到维西县城的公路
只有一小段是柏油路，其他路段全是
土路，一路上免不了又“吃”了不少灰
土。而后我被分配到维西县维登中
学教书，一教就是8年。从县城到维
登中学的路也全是土路，很多路段只
能通行一辆车。

但是路总是在不断延伸、不断
变化。1999 年，当我从维西县委宣
传部调到迪庆日报社工作时，从香
格里拉市五境乡经过尼西乡，再到
香格里拉县城的公路已经修通了。
尽管当时只是土路，但不少路段是
开挖悬崖而修成的，这在当时已经
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了。1997 年，当
时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戴光禄
宣布香格里拉就在云南迪庆时，引
起的轰动效应遍及全球，一度引发
了香格里拉热。1999 年，香格里拉
机场建成通航，开通了香格里拉的

“空中之路”。旅游业成为了迪庆的
龙头产业。2003 年，中甸县更名为
香格里拉县，香格里拉实现了从“虚
拟到现实”的完美过渡。香格里拉
从一个精神符号成为了一个地理符
号，极大地提升了迪庆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全州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实
现了大发展，通县公路全部变成了
柏油路，这又是地方经济发展走上

快车道的一个里程碑。
二
如果说解放以后，迪庆的基础设

施建设以10年为一个小周期的话，那
改革开放后，用10年一个小周期来度
量迪庆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跟不上
发展节奏了。

香格里拉到丽江的二级公路通
车后，不到10年时间，我州又修通了
三县之间的二级公路环线，给迪庆人
民带来了满满的幸福感。全州人民
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可以风雨
无阻地畅游迪庆，享受雪山之美、草
原之美、湖海之美、生活之美。

过去，为出行所困、为山水所累、
为生活所扰的迪庆人民，眼中只有无
尽的愁苦，心中只有迷茫、无奈。在
今天看来“处处是风景”的奇山大川，
在过去不仅限制了他们的出行，也限
制了他们的想象，给他们带来了无尽
的困惑。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滞后的
交通怎能拉动经济发展呢！

正因有了路，人才能行，车才能
至，景才会显，情才会生。迪庆之所
以发展，香格里拉之所以扬名，说到
底是离不开路的。

三
我国基建规模世界第一，基建速

度世界第一，其中最能体现基建规模和
基建速度，并引领世界基建潮流的代表
性技术就是高铁和高速公路。迪庆的
高速公路和铁路建设，就是国家发展潮
流中一束璀璨的浪花。

2021 年，香丽高速公路全线通
车，用“天堑变通途”来形容这条公路

毫不为过。公路横跨金沙江，穿越哈
巴雪山腹地，经过小中甸坝子，开车
不到一小时就能从金沙江畔到达香
格里拉城区。而铁路建成、动车即将
开通，不仅给迪庆的交通增添了无尽
动力，也给香格里拉的发展注入了强
大活力。

前两年，我坐在丽江通往昆明的
动车上，心里默默期许，迪庆也要早
日通动车。令人想不到的是，这几分
期许在今年即将变成现实。

每一次交通的改善，都给迪庆人
民一种目不暇接的感觉。在脱贫攻
坚等政策的支持下，迪庆修通了通村
公路，这些公路通向雪山、通向草原、
通向大山深处，只要有定居人口的地
方，都通了公路，极少数通不了公路
的至少也通了入户硬化路。密如蛛
网般的乡村公路联通了外界与这些
山村，也为生活在山区的百姓打开了
与外界沟通交流的通道。

公路的开通、航线的开通、火车的
开通，虽然没有改变地理距离，却大大缩
短了香格里拉联通世界的时间距离。
不仅向世人揭开了香格里拉的神秘面
纱，向世界打开了通往香格里拉的大门，
引来了大量的中外游客，而且也为迪庆
打开了联通世界的大门，让迪庆与内地、
与世界形成了更紧密的联系。更重要
的是，动车的开通对迪庆的经济发展，尤
其是旅游业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推动
作用。可以预见的是，动车的开通，会对
迪庆旅游业及各项事业的发展带来更
加积极而深远的影响，香格里拉将会更

“香”。

云 上 之 路

罗天诚

——写在滇藏铁路丽香段通车之际

（（李振源李振源 摄摄 邹金涛邹金涛 制图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