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6 月 28 日 / 星期四 /�区域新闻全媒体编辑部主编
责编 吴彤 /�美编 刘苗 /�校对 潘丽玲

江
门
文/

图
陈
卓
栋
彭
纪
宁
杨
胜
谭
耀
广

百年铁路梦成真
今朝粤西一线连

江湛铁路是我国沿海快
速铁路大通道的重要组成部
分，由新建深茂铁路江门至茂
名段、实施电气化改造的茂湛
铁路茂名至黄略段、新建湛江
东海岛铁路黄略至湛江西站
（客站 ）段组成。 据江门市政府
提供的资料显示，江湛铁路全
长约 354 公里，设计时速 200
公里。 该铁路开通后，旅客可
从湛江、茂名、阳江乘坐动车
组列车到达新会，再借道广珠
城轨江门支线到达广州南站。

相比 2011 年 1 月 7 日通
车、定位为城际轨道的广珠城
轨江门支线，江湛铁路在等级
上为国铁Ⅰ级快速铁路，是国
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

“第一纵” 沿海通道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江门第一条真正
连入国家干线铁路网的铁路。
这意味着从江门出发，通过这
一线路可以直通我国东部沿
海的重要城市如北京、 天津、
青岛、南京、杭州、上海、福州、
厦门、深圳等地。

百年铁路梦， 一朝梦成
真。 江门人对铁路的梦想沉淀
得太久、太厚重。 当崭新的复
兴号动车组在新会站驶出时，
江门人却永远也不会忘记蒸
汽火车时代，行驶在五邑大地
那辆黑烟滚滚的火车头。 那是
曾经的梦想照进现实，短暂的
时代历程却给江门人的铁路
梦想不灭的痕迹。

江门人与铁路结缘，其实
始于大洋彼岸的北美洲。 1863
年至 1869 年，美国修建太平洋
铁路。 1881 年至 1885 年，加拿
大修建太平洋铁路。 两条横亘
北美大陆的铁路， 都有五邑籍
乡亲的身影。 五邑大学学者梅
伟强考证，从 1864 年起，先后
有 1.2 万五邑籍华工飘洋过海
前往北美洲参与这两条铁路的
修建。在修建塞拉岭通道、唐纳
隧道、 内华达大沙漠与犹他大
盐湖等最艰辛、最危险路段中，
五邑籍华工都肩负起工程重
任，使得两条铁路顺利开通。数
千名五邑华工也因此付出生命
代价、客死异乡。

而存活下来的华工中，有
不少积累了丰富的铁路修筑
经验，也亲身体验了美国铁路
对于其西部开拓战略的巨大
推动作用。 这一批华工，机缘
巧合成了中国铁路事业的创
始人与开拓者。 台山人陈宜禧
就是其中一员。

梅伟强介绍， 在 15 岁那
年，陈宜禧到美国谋生。 中央
太平洋铁路开工后，他成为一
名华工，后来负责招募华工并
提升为工程师助手，不仅帮了
很多初来乍到的华工，也积累
了不少筑路经验。 1904 年，已
到花甲之年的陈宜禧回到故
土。 当时，外国列强正在抢占
中国铁路的路权。 曾是筑路工
人的陈宜禧坐不住了，他对人
说：“我们辛辛苦苦在外替洋
人筑路，洋人大受其益；今天
我们请洋人在中国筑路，又是
洋人大受其益，这实在太不公
平。 ”

在江门市蓬江区北街老甘

化厂宿舍内，一座红砖白石砌
成的西式建筑被阳光、树叶投
射出斑驳的亮点。 这是新宁铁
路现存唯一站点———北街火车
站。 历经百年岁月洗礼，这里
早已没有人头涌涌的客流，只
剩门前几棵大树，无声地述说
着曾经中国第一条民办铁路
的辉煌。

在发出“洋人大受其益”
感叹后两年，陈宜禧主持建造
了新宁铁路。 资料显示，新宁
铁路（Sunning� Railway），又
名宁阳铁路，曾是位于中国广
东省新宁 （今台山市 ）和新会
境内的一条铁路。 建于 1906
年，1909 年通车。 此路是继潮
汕铁路之后中国第二条商办
铁路、全国最长的侨办民营铁
路、 中国第一条民办铁路，它
从筹备、设计、修建、经营到管
理都是由中国人独力完成的。
筹建之时，陈宜禧向美国华侨
集资，曾是华侨在中国最成功
的投资事业。

新宁铁路， 不仅凝聚了五
邑华工以生命代价换取的丰富
铁路修筑经验，也体现了海外华
侨对家乡交通事业的关心。 据
悉 ， 新 宁 铁 路 首 期 股 本 共
2758412 银元， 较预期超额 4
倍，均由来自于美、加、港、澳、
南洋等地的五邑乡亲投资，蕴含
着乡亲们浓浓的爱国爱乡热情。
直到百年之后，海外华侨对家乡
铁路的关切之情依然溢于言表。
在今年初召开的江门“两会”
上，陈溥森等一批港澳政协委员
纷纷在不同场合建言，希望在江
湛铁路通车的同时， 深湛铁路
江深段也能尽快通车，不要让
江湛铁路变成断头路。

在陈宜禧最初的设想中， 新宁铁路
应该西至阳江，北至南海、鹤山、佛山，南
接铜鼓，成为一条区域性的铁路动脉，将
阳江等粤西地区的海产物资引入， 在铁
路南端的铜鼓建设铜鼓商埠， 振兴当地
商业，再从铁路北段接入交通重镇江门、
佛山、广州，使得外来人流、资金流、物流
源源不断流入，这样在铁路的带动下，五
邑地区经济就能得到长足的发展。 可惜
的是，在当时官僚、士绅等封建势力的阻
挠与妨碍下， 新宁铁路的规模最终西至
白沙、南至斗山、东北至江门北街，陈宜
禧的宏大计划始终未竟全功。

尽管如此，新宁铁路开通后，还是带
动了当地工商业发展， 台山至江门北街
沿线各镇热闹非凡。 一栋栋碉楼拔地而
起，大亨、台城、大江、公益等镇还有“小
广州”、“小澳门”之称。 如在台山市台城
镇大亨村， 新宁铁路大亨站旧址已经变
成大亨村中心的农资供销社。“大亨车
站”旁边的一处深巷里有近 10 多间老骑
楼，几乎每幢洋楼的正面均刻有名字，其
中有数幢可以依稀辨认出“同安堂”、“大
昌茶馆”等字样。 在门面及窗户、阳台等
细节之处， 都集中体现了台山洋楼包含
的西方建筑风格。 当年大亨站附近的繁
华盛况，可见一斑。

而在百年后的今天， 陈宜禧的设想
有望通过江湛铁路一一得到实现。 根据
广铁集团资料介绍，江湛铁路途经江门、
阳江、茂名、湛江四个市，联通粤西、辐射
我国西南地区腹地。 并可通过深湛铁路
深圳至江门段、 广珠城轨江门支线等接
通至多条铁路干线。 广铁集团江门指挥
部负责人介绍，江湛铁路共设 13 个客运
站，其中江门有 6 个，比例接近一半，包
括江门、双水镇、台山、开平南、恩平、大
槐。 江湛铁路实现全线通车后，江门西部
的台山、开平、恩平等县市将结束不通快
速铁路的历史。 以恩平为例，江湛铁路在
该市东成镇和大槐镇分别设立客运站和
货运站,建成后，恩平到广州南站仅需一
个小时。

全国人大代表、 江门金羚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潘皓炫认为， 江湛铁路通车
后，江门向北直达广佛核心地带，向南通
珠海、澳门，往东到深圳、厦门、上海，向
西至贵州、广西、海南，有望成为广东第
四个轨道交通枢纽型城市。

成为枢纽城市，意味着人流、物流、
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的高度集聚，必
然会对五邑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
响。 江湛铁路还未通车，对于地方经济发
展的拉动效果已经立竿见影。 江门市统
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江门固定资
产投资达到 269.7 亿元，增长 13%，增速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1.7 个百分点； 全市
共引进 54 个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同比
增长 390.9%，“招商引资突破年”开局良
好，一季度经济实现“开门红”。

随着江湛铁路的通车， 在深圳的一
众巨头，瞄准着未来江门交通枢纽的地位
和广阔的土地发展空间，早早在江门作出
布局。 记者从新会区政府了解到，今年 4
月，该区在深江产业园大泽园区举办招商
引资项目签约仪式，其中 3 大万亩园区共
签约项目 11 个， 投资总额约 92.6 亿元，
主要集中在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电
子信息、节能科技等领域，不少项目均为
总部设于深圳、东莞的企业投资。据悉，他
们均对江门在江湛铁路通车后的前景看
好，希望提早在这里布局。

至 1920 年最终建设完成时，新
宁铁路主线长 103 公里、 支线长 28
公里。 虽然里程不长，但车站密度大，
主线设置了 36 个站点， 而支线也有
11 个站点。其中比较知名的主线站点
包括北街站、江门站、会城站、公益
站、宁城站等。 随着宁城站旧址于上
世纪 90 年代因城市建设需要而拆
除， 新宁铁路 47 个站点仅剩北街站

仍流传于世。
受到当时中西文化汇聚的影响，

新宁铁路的不少车站建筑独具特色。
而在 1995 年被拆除的宁城站，

以美国西雅图火车站为设计的参照
物，具西班牙建筑风格，瓦顶又带有
中国传统。 前侧两端为前凸的厢楼，
中间是 3 层高的红色钟楼。 挺拔的钟
楼，褚红色砖墙与深绿色檐顶相互辉

映，简约与精致相糅合，独特的风情
一直为侨乡人所津津乐道。 铁路被毁
后， 宁城火车站改作台山汽车站，继
续发挥其作用，直到 1995 年被拆毁。

多年以来，侨乡群众始终难以忘
记新宁铁路那些车站的鲜明形象 ，
希望有一天这些车站能够重新出
现。 这一愿望随着江湛铁路的建成
可望部分达成。 据悉，深湛铁路沿线
设有 13 个客运站，其中江门境内有
江门、双水镇、台山、开平南、恩平 5
个站点。

日前， 记者走访了其中一个站点
台山站。 台山火车站站房建筑面积约
8000 平方米，站台建筑面积约 12000
平方米。 其中，台山火车站大楼是一
幢外观为红墙绿瓦的欧式建筑，其设

计方案是以原新宁铁路台山站为原
型。 大楼正中是一幢高耸的钟楼，中
间刻有“台山”二字。 大楼大厅为挑高
型设计，首层超过 10 米，两侧为玻璃
幕墙，光线透入大楼内部，非常明亮。

虽然相隔百年， 一新一久， 一个
刚刚建成，一个已经拆除。 但台山站
与宁城站之间天然保持着一份亲缘。
而这也是江湛铁路与新宁铁路历史
传承上的一个缩影。 无论从建设目
的、连接区域、对整个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的带动等，两条相隔百年的铁路
都拥有众多相似之处。 也许，这正是
江门人对江湛铁路如此期盼的情结
所在。 百年新宁铁路“勉图公益、振兴
路权”的精神，在江湛铁路这一现代
化国产铁路身上得到了传承。

2018 年 7 月， 江湛
铁路将通车。 这条全长 355 公里

的国铁Ⅰ级铁路， 承载的不仅是江门、
阳江、茂名、湛江四市市民乘坐铁路出行的

愿望， 更有百年前五邑先辈陈宜禧以铁路西联
阳江、北联广佛的宏大梦想，以及众多因修建美
国中央太平洋铁路、 加拿大太平洋铁路而魂断异
乡的五邑华工在家乡坐上火车的小小心愿。

这条承载着众多百年梦的铁路， 让江门从此
摆脱祖国边陲、交通末梢等尴尬地位，进入轨道
交通时代，一跃而成地区性交通枢纽核心，向粤
港澳大湾区西翼枢纽门户城市迈进。 今朝辉
煌如此， 百年前为铁路梦而奋斗的五邑

先辈若天上有灵，也会感到欣慰。

百年铁路梦 两条铁路交相辉映

与铁路结缘 不在故乡在他乡

铁路促发展 围绕铁路搭交通网

新旧两铁路 隔世继承振兴精神

四通兼八达

社会经济一通百通

新宁铁路建设者陈宜禧

江湛铁路试运行进入尾声，开通在望

江 湛
铁路将使
用动车组
运行

据江门市档案馆保存的资料
显示，20 世纪初的五邑地区，耕地
不足、粮食短缺、百业凋零、自然灾
害频发，百姓吃不饱饭、难以糊口。
飘洋过海的五邑乡亲将所赚工钱
通过银信寄回本乡本土，虽形成庞
大的资金流，怎奈五邑地区水网密
布、道路崎岖，交通不便对于地区
经济发展造成极大障碍，资金流无
法起到带动作用， 只能聊作救济。
曾参与北美多条铁路修建的陈宜
禧认为，铁路修建对于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力，要繁荣
家乡经济，必须改善交通条件。 这
也是陈宜禧坚持修建新宁铁路的
初衷之一。

即使以今天的城市发展标准
看来，陈宜禧的思考仍然具有超前
性。 城市因交通而兴、也因交通而
衰。 在路不通的年代，作为珠三角
地域面积最大的城市， 其高速公
路、国省道公路的里程却排在倒数
位置。“十五”期末，江门的公路密
度 71.6 公里 / 百平方公里。 前往
广州、佛山等地仅一条高速，往返
广、佛、江之间堵车是家常便饭。虽
然在 2011 年通车的广珠城轨江门
支线改变了江门不通铁路的历史，
但其不连接国家铁路网络的缺陷

总让江门人为之扼腕。
处在交通末端的江门人受其

苦久矣。 在珠三角其他地区“海陆
空路路通”，人流、物流、资金流滚
滚不断地流入，城市发展在其刺激
下高速发展的同时， 江门的人流、
物流、 资金流却是堵不住的外流。
何故？ 交通不发达，与大城市联结
程度太低，无法受其辐射！ 在地理
位置上，江门与广州、深圳、香港、
澳门 4 座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
并不相邻，从江门去往这 4 个城市
动辄超过 1.5 小时。1 小时内是“生
活圈”，那么 1.5 个小时以外，就已
是天差地别。

民革江门市委会在今年江门政
协上作《精准布局 把江门打造成粤
港澳大湾区重要发展平台》 报告时
就指出， 江门的产业布局在改革开
放前是依水路而兴， 改革开放后是
因路不通而衰落。 江门人已经错过
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波黄金发展
期， 如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如火如
荼的机遇，江门人不能再错失。

围绕即将开通的江湛铁路，江
门正开展一场宏大的交通基础建设
大会战。江门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上，
市委书记林应武提出， 江门市要着
力打造“一枢纽”（珠西综合交通枢
纽）、建设“两中心”（珠西综合交通
枢纽江门站和江门北站 ）、构建“三
通道” （对接港珠澳大桥和深中通
道， 构建承东启西的南、 中、 北通
道），建设枢纽型城市。

“一枢纽”指的是珠西综合交
通枢纽，由一站四门户组成。 一站
即珠西综合交通枢纽江门站，四门
户即江门东、西、南、北站。 一站四
门户组成了江门轨道交通的核心，
每个站点都赋予了不同的功能。 其
中， 江门站规模为广东第四大，站
场总面积超过 4 万平方米，具备 8

站台 20 线的规模， 建成后向北直
达广佛核心地带， 向南通珠海、澳
门，向东到深圳、厦门、上海，向西
至贵州、广西、海南，四通八达的轨
道交通网络将使江门发挥珠三角
辐射粤西乃至大西南交通门户的
重要功能。

而“两中心”则是赋予江门站
和江门北站不同的功能。 江门站与
国家铁路网、 珠三角轨道网连接，
实现江湛铁路、广珠铁路、广珠城
际、广佛江珠城际、江恩城际等轨
道交通和城市高快速路的无缝交
汇，打造客运中心；而江门北站则
借力南沙港铁路和珠三角新干线
机场，打造物流中心。

至于“三通道”，打造的是北连
广佛、中接深中、南接港澳的“黄金
通道”。 分别是以广中江高速、佛开
高速、 开阳高速连通广佛都市圈的
“北通道”，以深中通道、中开高速、
开春高速连接深江的“中通道”，以
及港珠澳大桥、香台高速、银洲湖大
桥等形成港澳地区连通大广海湾、
粤西的“南通道”。

新宁铁路
斗 山 车 站 ，
使 用 蒸 汽 机
车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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