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 26日，鲁南（日兰）高速铁路曲阜至菏泽至庄
寨段正式开通运营，首趟高速列车 G4018次从菏泽东
始发北京南，列车 6号车厢设置了菏泽非物质文化遗产
区，工笔牡丹画、曹州面人、单县羊肉汤制作技艺等多
种非遗手工艺品现场展示，为菏泽推介文化旅游项目。

“随着高铁的开通，加强了文化交流，也给了巨野
牡丹画推广的机会，希望让更多人了解非遗文化，让巨
野工笔牡丹画这张文化名片越来越靓、越递越远。”巨
野工笔牡丹画传承人侯福常一边作画，一边向乘客们
介绍着工笔牡丹画。作为省级非遗的“巨野工笔牡丹
画”是菏泽巨野县的主要画种，在全国书画市场的占有
率达 80%，它在继承中国传统工笔技法的基础上，结合
现代工艺手段，精工细作而成，勾勒严谨，工整典雅，色
彩绚丽，充分展示了牡丹雍容华贵的特点。同时工笔
牡丹画还具有传承性、独特性、地域性等特点，能够充
分展示齐风鲁韵。

“大饱眼福。第一次在列车上一次性看到这么多
菏泽的非遗项目。”去往济宁的乘客刘先生告诉记者。
据了解，本次列车共展示非遗项目 14项，展现我市非遗

形象的同时，也让乘车旅客在活动中体验到非遗文化
魅力。

山东省见义勇为模范刘扬说：“菏泽高铁开通给我
们市民带来很大的福利，不仅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生活
水平，出行的便利，对城市的发展速度的提升，带来很
多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融入周边大城市的经济圈，并
且把大美菏泽的文化传播到各大城市。作为首批踏上
菏泽高铁的旅客，感到非常温馨、幸福。”

截至目前，菏泽市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 1项，国家级、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分别有 32项、112项、345项，国家级、省级、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分别有 22名、73名、420名。
先后通过搭建投融资、文旅消费、宣传推介、文创设计
平台扶持传统工艺类非遗项目传承发展，菏泽市现有
传统工艺类企业和家庭作坊 3000余家，吸纳就业人员
20余万人，形成了工笔牡丹画、木草柳工艺品、单县羊
肉汤等一批特色产业集群，非遗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
作用日益凸显。

文/图 记者 张 啸 李保珠

12月 26日 11时 46分，鲁南（日兰）高
铁菏泽东站，列车驶离站台。作为建设者
的菏泽交投集团副总经理杜馨馨坐在车厢
内如释重负，心情十分激动。3年前，她来
到指挥部，开始筑梦高铁；3个月前，她在雨
夜中巡视工地，不慎跌入水坑，左腿脚踝骨
折，肋骨 3处断裂。手术后，为了不耽误工
期，她立即返回工作岗位……

鲁南（日兰）高铁曲阜至菏泽至庄寨段
当日正式通车运营，G4018次“复兴号”成为
驶出“中国牡丹之都”的首班高铁列车。鲁南

（日兰）高铁在菏泽设有巨野北站、菏泽东站、
庄寨站，结束了鲁西南地区没有高铁的历史。

2013年 11月 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菏泽，对菏泽提出“后来居上”的殷切期
望。已经启用的菏泽东站是目前鲁西南最

大的客运站，日发送旅客达 4万人次，高铁
开通将极大改善鲁西南地区的出行条件。
3年来，成千上万的施工人员日夜奋战在项
目建设一线，鲁南（日兰）高铁的开通运营，
正是落实总书记殷殷嘱托的生动实践。

接入全国高铁网，造福千万菏泽人，实
现“后来居上梦”。和建设者的如释重负不
同，首班列车车厢内，乘客在欢乐温馨的氛
围中度过首发之旅……

首班列车布置了牡丹主题车厢，展示
菏泽牡丹产业的发展。市牡丹产业发展中
心副主任陶福占介绍，牡丹全身都是宝，花
可赏、籽榨油、根入药、蕊制茶、瓣提露，兼
具观赏、药用、食用价值，菏泽立足资源优
势，研发创新各类牡丹产品，形成一二三产
全产业链条融合发展的格局，成就了“健康

美丽产业”。
“之前有很多外地的客户想来我们这

里看看，苦于交通不便等原因，很多未能成
行。”菏泽尧舜牡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许强说，高铁的开通拓宽了牡丹产业
的发展道路，让菏泽牡丹有了更多“走出
去”的机会，能让更多的人亲身感受牡丹

“全身都是宝”。
随着黄河滩区脱贫迁建的完成，来自

鄄城县旧城镇六合社区的宋书建不仅搬进
“稳稳的家”，还收获了“稳稳的幸福”。

黄河滩区脱贫迁建开始以来，菏泽首
创就地就近筑台迁建模式，先后攻克项目
选址征地、村台地基降水处理等难题，累计
投入资金 150多亿元，6万余人日夜奋战在
建设一线，新建村台社区 28个、外迁社区 6

个、临时撤离道路 127.4公里。告别泥路、
土屋、房台，我市 14.6万名黄河滩区百姓迎
来崭新的生活。

东明县长兴集乡竹林新村农民画家
毛吉志，带着速写本坐上了首班车，用画笔
记录这美好时刻。“今后我将继续用笔画出
滩区群众的新生活，见证脱贫攻坚与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还有已经开启的高铁新时
代。”他说。

庄寨站是鲁南高铁最西端的站点。
曹县庄寨镇被誉为“中国板材之都”，主导
产业就是木材加工业。全镇拥有各类木材
加工企业 600余家，个体加工户 2000余户，
从业人员 6万余人。在菏泽茂盛木业总经
理靳松鹏看来，高铁的开通，一定会给当地
木材加工业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菏泽位于鲁苏豫皖四省交界地带，交
通便利。今年 4月，牡丹机场通航后，素有

“中国牡丹之都”美誉的菏泽，唯独缺少高
铁这一环。

鲁南高铁工程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
兼总工程师颜士亮介绍，鲁南（日兰）高铁
东起山东省日照市，向西经临沂市、济宁
市、菏泽市，终至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线
路设计时速 350公里。连通目前在建的庄
寨至兰考段后，将实现日照至兰考高速铁
路的全线开通运营。

“高铁一响，黄金万两”。菏泽进入高
铁时代，在提升交通条件、满足城乡居民快
捷出行需求的同时，也不遗余力地推动了
沿线地区经济发展，全面促进鲁南地区与
各经济带之间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
的加速流动。鲁南（日兰）高铁贯通，山东
继胶济线经济发展走廊之后，在鲁南形成
第二条经济发展走廊，鲁南经济圈从此有
了强有力的交通干线支撑。它串联起的自
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加强了各地区旅游业、
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打开了面向鲁南地区
的一扇大门。

坐着高铁看山东，一路美景，一路好心
情。车厢内，欢声笑语不断，载着千万菏泽
人民后来居上的梦想，列车高速驶向远
方。 文/图 记 者 张 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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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6日，鲁南（日兰）高铁曲阜至菏泽至
庄寨段正式开通运营，标志着鲁南高铁（山东
段）实现全线贯通。

26岁的赵京是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电务段
菏泽高铁信号车间菏泽高铁检查分析工区工
长，主要负责铁路信号设备的监测分析和工电
联整工作。管辖 198.6公里，菏泽东站、巨野北
站等 7个车站 100架信号机、76组道岔以及 496
个轨道区段。

回到家乡建高铁

赵京的家和菏泽高铁站都在定陶区陈集
镇，家和高铁站相距只有 5公里。上班 4年，赵
京先后参与了济青高铁和鲁南（日兰）高铁曲阜
至日照段的建设和维修工作，现在他又回到“家
门口”建高铁，这是他最引以为傲的事情。

今年 4月份，为确保施工质量，赵京每个月
只回一趟家，全过程经历了整条线路开通前的
提前介入、联调联试和试运行。道岔设备是控
制列车“转弯”的关键设备，确保着列车安全平
稳舒适运行，不容许出现任何偏差。赵京每天
都要对设备进行试验和精调，把尺寸控制在
0.5mm范围内，无论是 7-8月份的酷暑天气，还
是“烟花”台风来袭和 11月份山东突降暴雪，他
都奋战在建设一线，即便是中秋、国庆等节日都
没有休过一天班。

进入试运行阶段，赵京白天借助科技手段，
对 76组道岔的电流、电压、缺口信息进行浏览分
析。凌点过后，他还要趁着高铁停运的时间，集
中对白天发现的问题进行养护维修，确保高铁
运行的安全平稳。

建完高铁就结婚

赵京和未婚妻耿晓丹是高中同学。2015
年，赵京考上济南的大学，女朋友考入曲阜师范
大学日照校区，距离一下把两人分开。每到假
期，两人总是相约在中心点曲阜见面，再一起乘
车回菏泽。每次近 5个小时的车程，让曲阜成了
两人幸福的起点。

2018年，赵京毕业进入济南局济南电务段
工作，当时正值鲁南高铁东段建设时期，赵京毅
然选择到曲阜高铁车间工作。鲁南高铁东段通
车后，日照到曲阜缩短至 1.5个小时，赵京跟女
朋友的距离又近了一步。

今年，两人相约一起回到家乡工作和生活，
即将研究生毕业的未婚妻放弃在日照当教师的
机会，赵京也选择从鲁南高铁东段至西段工
作。经历 7年的爱情奔波，两人也即将步入婚姻
殿堂。

带着奶奶坐高铁

赵京的奶奶与共和国同龄，对新中国新社会有着浓厚的感情。奶奶是个地道的
农村人，年轻时就是生产队的劳动骨干，每个月的工分在全村都名列前茅，19岁加入
中国共产党，今年在建党百年之际荣获“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

由于高铁工作日伏夜出，奶奶总是担心地问赵京，“在外吃得好不好、穿得暖不
暖，在高铁修什么”。赵京总是自豪地给奶奶解释说：“现在我修的高铁线路，火车都
能跑到 350km/h，1秒钟就能跑出去将近 100米，可快了。”

家虽然离高铁站很近，但赵京的奶奶一辈子没有坐过火车，更没有坐过高铁。
如今，高铁站就建在自己镇里，孙子也从外地回家了，一辈子没坐过高铁的奶奶偷偷
跟孙子约定，等你把高铁（站）建好了，也带我去看看。

一次偶然的聊天，赵京得知爷爷奶奶 1971年结婚至今年 12月份已经整整 50年
了，此刻他参与建设的鲁南（日兰）高铁曲阜至菏泽至庄寨段也于 12月 26日迎来正式
开通运营。孝顺的赵京和未婚妻商量着，要为爷爷奶奶送上一份神秘惊喜，于是他们
提前为爷爷奶奶买好首发列车的车票，圆二老一个高铁梦，分享自己参与建设的高铁
新线开通的喜悦和成果；同时，“小两口”瞒着二老准备了一场温馨的金婚庆祝仪式，
在首发列车上送上蛋糕、围巾等礼物，分享爷爷奶奶的幸福生活。

明年，赵京和未婚妻就要步入婚姻殿堂，爷爷奶奶相濡以沫、相伴一生的感情正
是给孙子孙媳传承的最好“家风”。

记者 张 啸 李保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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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 啸 李保珠）12 月
26日，备受关注的鲁南（日兰）高速铁路
曲阜至菏泽至庄寨段正式开通仪式在菏
泽东站举行。11时 46分，首趟高速列车
G4018次从菏泽东始发北京南，这标志着
我市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首发列车途经宁北站、济南西站、德
州东站，终点站抵达北京南站，共有 50名
高铁乘务员在 16节车厢内为乘客服务。
在首发列车上有不少菏泽市民，自费购
买菏泽东站到济宁北站的车票，乘坐首
发列车体验后，再乘坐下午的高铁从济
宁北站返回菏泽。

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客运
部副主任魏涛告诉记者，日兰高铁曲阜
至菏泽至庄寨段开通初期，自 12月 26日
至明年 1月 9日，安排开行 18对动车组旅
客列车，主要开往济南、青岛、烟台、威海、
荣成等方向。新线列车开行后，菏泽东
至济南西最快运行时间 1小时 23分，较

既有最快列车压缩 1小时 36分；菏泽东
至青岛北最快运行时间 2小时 58分，较
既有最快列车压缩 3小时 34分；菏泽东
至威海最快运行时间 5小时 9分，较既有
最快列车压缩 6小时 36分。

2022年 1月 10日全国铁路运行图调
整时，日兰高铁曲庄段将安排开行动车
组列车 23对，其中日常线 19对、高峰线 4
对。届时，菏泽东至北京南最快运行时
间 2小时 59分，较既有最快列车压缩 1小
时 54分；菏泽东至齐齐哈尔南运行时间
12小时 53分，较既有最快列车压缩 13小
时 12分。截至目前，12月 31日前的车票
销售火爆，多个车次二等座已售罄。

随着鲁南高铁曲阜至菏泽至庄寨段
的开通，山东高铁网规模再次扩大，城市
间连通性持续增强，旅客旅行时间大大
缩短，沿线人民群众出行更加方便快捷，
对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菏泽东站驶出首班高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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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高铁“朋友圈”，实现“后来居上梦”——

牡丹之都驶出首班“复兴号”

高铁带着“非遗”驶出菏泽

正式开通运营正式开通运营

巨野工笔牡丹画传承人侯福常在高铁上创作巨野工笔牡丹画传承人侯福常在高铁上创作

平稳的列车上现场展示刻瓷艺术平稳的列车上现场展示刻瓷艺术

古筝演奏古筝演奏

单县羊肉汤单县羊肉汤

菏泽菏泽““水浒好汉水浒好汉””

鲁南鲁南（（日兰日兰））高铁菏泽东站鸟瞰图高铁菏泽东站鸟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