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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林铁路运输旅客超300万人次

2021 年 6 月 25 日，拉林铁路正式开通运营，
标志着复兴号动车组首次驰骋于青藏高原的壮
丽土地，实现了复兴号动车组对全国31个省区市
的全覆盖。2024年6月25日，拉林铁路迎来开通
运营三周年。三年来，拉林铁路以其便捷、安全、
舒适的优势，深刻改变了沿线群众的出行方式、
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满足了各族群众对美好出
行的期待，有力助推了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三年来，拉林铁路共运送旅客303.7万人次、
货物78.3万吨，这条肩负西藏腾飞梦想的铁路，
正引领西藏人民奔向更美好的未来。

通讯员格桑央金周悦翔吴道洁
记者张雪芳

通车三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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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服务
运输品质提档升级

拉林铁路全长435公里，途经贡嘎、扎囊、山南、桑日、加
查、朗县、米林、林芝等重要市、县，它连接了青藏铁路和拉
日铁路，覆盖拉萨、山南、林芝三市，为西藏交通路网的布局
优化和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
同时也是川藏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拉林铁路拉近了沿线
城镇的时空距离，拉萨至山南、林芝分别1小时4分、3小时
38分可到达。

自拉林铁路开通运营以来，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青藏集团公司）采取复兴号动车与普速客车
相结合的方式，努力为旅客平安有序出行提供可靠保障。
在开好图定列车的同时，客运部门紧盯节假日和“藏历新
年”“桃花节”“冬游西藏”等时间节点，按照“一日一图”灵
活精准投放运力，及时启动拉林铁路复兴号动车组高峰
线、周末线运输，充分挖掘运输潜力，全力满足沿线各族群
众日常出行需求。

在此基础上，青藏集团公司以深化“天路格桑花”服务品
牌创建为抓手，不断优化拉林铁路的服务标准、服务设施和引
导标识，建立健全服务流程、服务标准，在拉林铁路全线推行
电子客票、多语种、便民箱等特色服务，在各客运车站合理设
立了党员服务岗、志愿者服务站、军人休息区、母婴候车室和
手机充电站，致力打造温馨周到的乘车候车环境。

在客运提质增效的同时，拉林铁路的货物运输也在发
生着深刻变革。日前，青藏集团公司依托95036平台，对拉
林铁路沿线3个货运站的需求受理、运单制票、收款对账等
内勤业务进行优化整合，统一办理，实现“一个网站、一部手
机、一个窗口、一次办结”的全流程“一站式”服务，客户只要
手续齐全，即可“足不出户”在网上办理各项货运业务。

与此同时，青藏集团公司还组织沿线各末梢货运营业
部与企业方密切配合，建立“管家式”服务微信群，精准协调
解决运输衔接、货源调集等问题，打通服务的“最后一公
里”，推动拉林铁路货运逐步实现信息化和“互联网+”的融合
发展，让客户深刻体验到铁路服务的蝶变。截至目前，拉林
铁路沿线已签订年计划发运总包合同18万吨。三年来，拉
林铁路共运送旅客303.7万人次、货物78.3万吨。

安全运行
运营维护科学有方

拉林铁路沿线海拔3300米左右，3次穿越强烈地震断
裂带，16次跨越雅鲁藏布江，沿线气候恶劣，地质灾害种类
多、分布广、风险级别高、危害大。青藏集团公司以“智慧
天路”建设为目标，在拉萨基础设施段建立起集工务、电
务、供电、房建等专业于一体的综合性安全生产指挥中心，
设立双源动车组一体化应急指挥台，实现了对各专业的数
据实时共享和综合分析运用；以500余个高清监控装置为
基础，通过大风、行车、安全综合信息等动静结合的监控监
测系统，对拉林铁路进行全天候、无死角的安全监控；投入
使用“智慧消防”“智慧培训”“智能铁鞋”等一批智能化系
统，运用信号融雪监控系统、断轨监测系统、异物侵线系
统、供电6C综合分析系统等大量新技术，投入双轨式钢轨
超声波探伤仪、防洪巡检无人机等智能化科技装备，有效
筑牢了拉林铁路的安全屏障。

2023年，青藏集团公司立足区域特点，在拉林铁路沿
线 3 个较大站区，以统一的组织架构、统一的“天窗”安
排、统一的维修生产计划、统一的作业组织、统一的防护
体系、统一的应急值守，深化运用“天窗共用、资源共享、

联合防护”和“一体化应急管理”作业方式，实现对拉林铁
路的“联合管理、集中化组织、一体化维护”，有效解决了
影响站区安全、效率、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三年来，复兴
号高原内电双源动车组已累计安全运行 1095 天、362.75
万公里，成为沿线各族群众的首选出行方式。

林芝火车站党支部书记韩春旺表示，坚守在拉林铁
路上的铁路人既是这条铁路发展变化的见证者，也是参
与者。在林芝火车站从事客运工作的罗布，是地地道道
的林芝人。他介绍，在藏语中，罗布寓意着珍贵的宝贝。
而在林芝火车站，罗布和同事们被赞誉为客运的宝藏。
这既是肯定，也是对铁路人的赞誉。复兴号不仅是一列
先进的交通工具，它更是一座连接着山外世界的桥梁，是
推动家乡经济腾飞的强大引擎。它让林芝的秀美风光和
深厚文化得以更快地传播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吸引了
更多的人们来了解和喜爱这片神奇的土地。

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的王佳、王坤、王轲大学毕业后，
一起报考了青藏集团公司。拉林铁路通车运营时，他们
被分配到了同一座车站，身边的同事都称他们是“草原三
兄弟”。王佳介绍，拉林铁路开通运营三年以来，自己经
历了数不清的重要时刻，从最初略显生疏的见习职工，到
现在成为处理工作游刃有余的客运值班员，他感受到了
自己的成长和进步。

铁路经济
幸福之路越走越宽

壮美的峡谷、逶迤的江河……拉林铁路沿线风光壮
丽，奔驰的复兴号动车组将沿途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串
珠成链，诸多景观从此不再“藏在深闺人未识”。特别是
每年3月中旬到4月中旬，林芝各处桃花盛开，美不胜收，
吸引无数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

借助通达的铁路，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村民利用“桃花
盛开的地方”等品牌优势，发展起了桃花节和红色旅游经
济。拉林铁路通车后，39岁的村民达瓦坚参年年都能通过
嘎拉村集体经济分到十多万元的旅游“红利”。飞驰的列车
拉来滚滚人气，让达瓦坚参对今后收入的增长更有信心。

韩春旺介绍，林芝火车站的保洁员中，不少都是来自附
近村庄的村民，他们在拉林铁路开通运营后获得了新的工
作机会，既能够照顾家庭，又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拉林铁路
为当地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林芝市旅游发展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旦增桑珠说：
“拉林铁路开通运营后，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等景区
每天接待游客数量达到拉林铁路通车前的两倍。2023
年，林芝市共接待游客 1317 万人次，旅游收入达到 116 亿
元，旅游‘收成’一年比一年多。”

在拉林铁路的辐射带动下，山南火车站方圆数公里内
高楼和商铺迅速拔地而起，车站新区初步建成，城镇化进
程跑出了“加速度”；虫草商人乘动车接踵而来，让加查县
的优质虫草有了更好的销路，当地农牧民实现了增收致
富；朗县的核桃、辣椒等特色农产品知名度越来越大，当地
村民乘动车外出推销土特产，带领往来的游客参观藏式庄
园，邀请他们体验藏家民俗；林芝火车站货场到达货物品
种逐渐增多，公铁接驳运输和装卸作业如火如荼，带动了
附近村民就业、拉动了运输产业发展……

车轮滚滚畅边疆，富民兴藏添动力。70多年前，西藏
的道路是“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现如今，拉林
铁路与拉日铁路、青藏铁路共同在西藏构成了一张“Y”字
形的铁路网，川藏、滇藏铁路建设也在稳步推进。伴随着
不断加快和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四通八达的铁路网
必将成为西藏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雪域边疆各族人
民的幸福之路也将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