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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坐着高铁看中国

生态

2008 年是冯琰第一次在中国乘坐
火车，这趟高铁之行给他留下深刻的印
象。每次回想起这趟旅程，他都会提到
一个词“震撼”。不论是北京南站的现
代化设计，还是高铁列车的先进设施与
高品质服务，都刷新了他对中国铁路的
认识。从那以后，习惯开车出行的他，
往来京津之间时几乎放弃了开车，他也
慢慢以铁路旅行取代了航空旅行。从京
津城际铁路出发，冯琰开始了在中国的
火车之旅。

冯琰 1982年出生在北京，6岁时去
了瑞士生活，后到中国传媒大学读书。
自从 2008 年乘京津城际铁路列车体验
了中国速度，冯琰几乎每个月都要去乘
火车。几年之间，全国 18 个铁路局集
团公司开行的列车他都体验过了。因为
有在国外长期居住的经历，他乘车时，
总是会留意站车上出现的英文。在拍到
大量使用中式英文或英式、美式英文混
杂表达的标识后，他决定为完善铁路英
文做点事情。“中国高铁在海外如此知
名，怎么能使用不规范、不标准的铁路
英文呢？这关系到中国铁路的国际形
象。高质量的中国铁路要用高质量的铁
路英文。”享受到中国高铁便利的冯
琰，觉得自己有责任为铁路做点什么。

从 2013 年在微博上发起“铁路英
文一天一句”、到车站和工作人员一起
完善英文标识，冯琰做铁路英文服务已
经 10年了。这 10年，他协助铁路部门
做了很多英文服务工作。他将这些工作

分成三个阶段，2013 年至 2014 年是第
一阶段。“最开始是补漏洞，按照英文
标准，和车站工作人员纠正中式英文或
各种混杂式表达，修改错误标识。”冯
琰介绍说。2014 年至 2016 年，他利用
在英国伦敦居住的便利，深入学习了英
国的铁路英文标准。2016 年之后，他
更加注重规范化表达，既要简化又要准
确，尽可能用地道的英文做最精准的表
达。也正是从 2016 年秋开始，在京沪
高铁、京张高铁英文标准化过程中，他
做了很多协助工作。

有时，他也会到不同车站、客运段
授课，帮助工作人员了解铁路英文的使
用规范。“授课内容是根据不同铁路局
集团公司、站段的需求设计的，课堂内
容、课件都是量身定做。有时，我也会
在车站询问旅客经常遇到的问题，特别
是外籍旅客。”前两年由于疫情，线下
课程受到影响，从今年开始，他的课程
安排又多了起来。随着新线的开通、铁
路一些新业务的出台，他的授课内容不
断修改完善。近期，他的课件中又增加
了一些铁路新线路、新规定、新服务等
方面的内容。“乘车时，我既以旅客的
身份感受旅途，也从工作人员的角度观
察这趟行程，思考铁路在服务方面还有
哪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他常常带着这
样的思维乘车，因此很多车站，包括一
些小站的车站布局、进出站模式、设施
设备、检票方式等，他都了然于胸。他
认为只有对车站、客运有足够的了解，

才能在讲课时有的放矢，帮助工作人员解决
实际问题。前几天他去了杭州站讲课，杭州
第十九届亚运会开幕在即，他想协助做好相
关车站、客运段的英文服务工作。

因为做英文服务，他和北京的两次奥
运会结缘。2008 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举办
时，他作为北京市规划展览馆的重点翻译
和英文业务工作者，向外国访问团讲述北
京故事，介绍北京的铁路和地铁。2015
年，当得知北京获得 2022 年第二十四届
冬奥会举办权时，他非常高兴，又憧憬着
为冬奥会贡献力量。2019年以来，他花了
很多时间和精力参与京张高铁的英文服务
工作，其间一些经历让他很难忘。一次在
八达岭长城站调整显示屏上的内容，为了
用准确、简洁的英文向旅客提供最有用的
信息，兼顾视觉效果与实用性，他和车站
工作人员沟通了两个小时。文字位置、字
号字体……就这些细节，他们反复调整，
虽然事项很琐碎，但是调整好以后，想到
旅客能以最舒适的方式获取最准确有用的
信息，他又觉得很欣慰，“这些服务是旅
客能直接感受到的，很值得做”。

做了这么多年铁路英文服务，他的一个
理想就是让更规范的铁路英文在全国遍地开
花。“西起拉萨站，东至青岛站，很多车
站、车务段、客运段工作人员就铁路英文和
我取得过联系，我们针对各单位的英文使
用问题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此外，他还
有一个想法，就是把已经成熟的铁路英文
推广到社会其他领域，尤其是外国人直接
接触的环节，他想让这些成果方便更多人。

至今，冯琰在中国乘坐火车接近 50万
公里，把中国铁路、尤其是中国高铁以视频
的方式介绍给海外观众，也是他一直在做的
事。从 2016年起，他开始尝试以英文直播
和录播视频的形式介绍中国高铁。很多高
铁站的开通运营以及列车首发仪式都出现
在他的视频里，他想用这种最直接的方
式，把真实的中国铁路介绍给海外观众。
他将拍摄的系列视频取名为 《Next Station:
China》，译成中文是《下一站：中国》。

为了拍好各个车站，他要提前做功
课，了解各个车站在客运组织、站车管理
等方面的情况。“我必须到现场，放慢脚
步，深度了解这些车站，了解相关的铁路
线甚至车站所在城市的历史文化等。”他
希望能为观众提供有关乘车、旅客服务等
方面的实用信息，也能拍出车站的美。目
前，他已去过全国 430多个车站，既有大
型高铁站，也有山间小站。通过他拍摄的
视频，很多海外朋友对中国高铁有了更多
认识。在他们的印象中，中国高铁“大
气、速度快、舒适度高、艺术感很强”。

“我会继续拍下去，做成纪录片，记录中
国铁路的变化。”冯琰说。

为什么要做这些工作？冯琰说他想回
报铁路：“我是中国高铁发展的受益者，
高铁为我的生活带来各种便利，我要回报
铁路。”聊起这些年围绕铁路做的事情，
他有说不完的话。“我会把铁路英文工作
当成一项永久性的公益事业来做，继续支
持铁路。”目前，他正在做一个资料库，
整理他去过的全球 2500 个铁路、地铁、
电车车站的中文、英文和其他语言的标
识。在做好铁路英文的同时，他希望以后
有机会能参与国外铁路的中文翻译，为不
同国家的铁路中英文翻译贡献自己的力量。

如今，他已将铁路置于事业的中心，
对中国高铁的发展满怀憧憬。他说：“铁
路是绿色环保交通工具，近年来，越来越
多的人将中国铁路作为绿色交通的成功案
例，希望更多的国家有这样的铁路。人们
希望降低碳排放、提高出行效率，这对于
高速铁路的发展十分有益。”

据统计，7月以来，甘肃省接
待游客人数已突破上亿人次，“避暑
胜地”“西域战队”“慢兰州”等围
绕甘肃旅游的新词热词层出不穷，
在甘肃旅游火爆全国的背后，有甘
肃丰富广袤的旅游资源、真诚友好
的陇上“土著”，还有地地道道的甘
肃味道。

在纷至沓来的旅游大军中，抽
身快节奏都市生活，选乘各次旅客
列 车 前 来 体 味 “ 慢 旅 途 、 慢 生
活”的旅客不在少数。中国铁路
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兰州客运段
紧密聚焦餐车特色化餐饮服务和
规范化标准化经营管理，将列车
餐饮服务与服务文化建设深度融
合，全方位提升各次普速列车餐
车经营服务水平，精心绘制“西
部 特 色 ” 列 车 餐 饮 名 片 ， 推 出

“陇上特色美食”菜单，从味蕾到
视觉、从舌尖到心间，为暑期选
乘火车来甘旅游的旅客带去“身
未至、心已远”的美妙体验。从
踏上列车的那一刻开始，旅客就可
以充分品味西北旅游的独特魅力。

近期，兰州客运段深挖进京、
进沪、进穗“三进”列车地域特点和
餐饮文化，指导餐车承包公司结合

“一车一景”要求，工作人员着装具
有浓郁地方特色，进一步提升服
务形象。他们遵循饮食供应“绿
色健康”的理念，制定菜品投料
标准，定期开展厨师烹调技能和餐
服人员培训考核，为菜品质量提供有
力保障，把网友“真诚才是甘肃人的
必杀技”这一“神评论”，扎扎实实
体现在菜品上、体现在服务上，为西
部旅游名片打上“厚道甘肃”这一独
特标签。

同时，该段围绕餐饮市场趋势
和旅客用餐新需求，在列车餐车新
增富有地域特色的黄河鲤鱼、西芹
百合、陇上小炒黄牛肉等十余道菜
品，并根据季节和用料的不同，按
照“鲜货现做、别具一格”的理
念，适时推出具有当地特色的时令
菜肴，在满足旅客味蕾的同时，进

一步为列车餐饮文化注入新活力。
要 说 什 么 能 代 表 甘 肃 味 道 ，

兰 州 百 合 绝 对 占 有 一 席 之 地 。
2004 年 9 月，国家质检总局正式
批准“兰州百合”为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兰州百合经过餐车厨师
精心处理、简单焯水，以及少盐
少油的快速翻炒，最大程度保留
了兰州百合味道甜美、清脆可口
的特征。

“西芹百合最考验厨师的就是
火候，在烹饪的过程中食材很容易
变色或炒老，只有恰如其分才能做
到色香味俱全。”有着 14年餐车烹
饪经验的张立堂师傅介绍。

大盘鸡又名辣子炒鸡，是 20
世纪 80 年代起源于新疆公路边饭
馆的江湖菜，经过四通八达的公
路网传播，这道以鸡块和土豆块
炒炖，色彩鲜艳、爽滑麻辣的美
食深受西北地区人民喜爱。在甘
肃，本地厨师选用岷县地区盛产的
优质花椒进行烹制，进一步提升菜
品的麻爽风味；所选用的被誉为

“中国马铃薯之乡”定西市产的高淀
土豆，将软糯甜润的口感发挥到了
极致，再配上陇椒、嘉峪关洋葱等
甘肃代表性蔬菜，甘肃大盘鸡已经
成为极具本地特色的菜肴。

谈到陇上小炒黄牛肉，不得不
从黄牛肉说起。贺兰山以东的宁夏
地区，在元朝时就设立了囊括甘宁
两地的甘肃等处行中书省。而宁夏
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泾源县自古以来
重视发展畜牧业，养殖的黄牛故有

“天天矿泉水，顿顿中草药”之
说，享有“牛肉中骄子”的美称。
这样的极品牛肉，在张师傅“一腌

（腌制）、二抓 （裹蛋清抓芡），三
爆炒”的烹调之下，辅以洋葱、甜
椒、青椒等符合西北人口味的时
蔬，色泽油亮、味香微辣、回香浓
郁的陇上小炒黄牛肉就完成了。作
为列车餐车回盘率最高的不二美
食，陇上小炒黄牛肉成了旅客好评
如潮、大加赞赏的菜品。

“列车餐车的电炉灶与家用的

燃气炉灶不同，翻炒牛肉时一定要控
制好温度，这样的牛肉才够嫩够入
味。”言语间，张师傅手中的锅铲上
下翻飞，陇上小炒黄牛肉还未装盘就
已香气四溢、引人垂涎了。

“鲤鱼是鲤鱼，黄河鲤鱼是黄河
鲤鱼。”当笔者问起两者区别时，正
在清理黄河鲤鱼的张师傅哈哈大笑着
答道，“你看，黄河鲤鱼胸前的鳍和
尾巴的末端有着淡淡的金色条纹。黄
河鲤鱼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肉嫩刺
多，改刀时要拿准位置、找好角度，
切忌拍干粉。”

黄河鲤鱼下锅，一把葱姜蒜、一
把干辣椒、四五十粒花椒，再加上六
七味调料，汤汁味道调制均匀之后，
张师傅反复将汤汁淋在鱼身上，待汤
汁收至半干、骨肉分离，便出锅装盘
了。黄河鲤鱼做法不拘一格，张师傅
为笔者呈现的是最为常见的红烧做
法，但常见的做法却有着不寻常的美
味。养好一条鱼、护好一河水、滋养
一方人，是旅客品尝完黄河鲤鱼后最
深切的感受。

列车继续飞驰在地广人稀的河西
走廊，西北偏北、牛羊很美，穿过
荒漠戈壁，跨过草地雪山，味道往
往是游子漂泊在外记住乡愁的独特
元素，也是打开当地风土人情最直
接的方式。看着窗外晚霞落日相映，
伴着餐车里五湖四海的乡音，笔者拿
起筷子，一口一口，品尝正宗的西北
味道。

本文图片均由强科提供

郑渝高铁的开通运营，极大程
度上改变了西南、中原地区沿线区
域经济发展格局，高铁特色旅游经
济长廊逐渐形成，也让鄂西秀美风
景走出深闺，绿水青山正加速转化
为“金山银山”。

兴山站坐落于宜昌市兴山县古
夫镇北斗坪，站房面积 1.5万平方
米，相当于市级车站规模，是湖北
省内县级车站站房中面积最大的。

该站站房以“昭君故里，兴和
山水”为设计理念，以自然山脉水
系的优美形态作为造型元素，用五
组高低错落的屋脊形式组成主体形
象，统一中又不乏富有层次的细
节，与周边山体形成和谐统一。设
计者将昭君村的特殊文化运用在站
房外幕墙格栅上，拆解出“兴”

“和”“山”“水”等多重意象，既
是对兴山地域自然景观的呼应，又
表达了昭君文化的“和合”内涵。
站房整体犹如一只火红的凤凰在群
山之中展翅腾飞，古朴典雅，大气
恢宏。

一步一景，处处皆景。兴山站
的出站长廊似乎是为了让旅客边出
站边欣赏山水美景而设计，前来旅
游观光的旅客忍不住走向窗边短暂
驻足，拍照留念。出了车站，站前
广场绿树成荫，每一处建筑小品、
雕塑、地面花饰、各种标志运用绿
色生态、人性化的设计手法，充分
展现兴山昭君故里的地域文化特
色，使“美景”和“美德”相得益
彰。洁白的昭君雕像怀抱琵琶，亭
亭玉立，遥望着缓缓流淌的古夫
河，守护着养育她的故土。

在这里，可以看见跨越古夫河
的三座桥。广场对面是被当地人称

为“红桥”的雁栖桥，桥的形状好
似一只翱翔的大雁看见兴山美景收
起羽翼停下来戏水。沿站前广场右
侧前行，便是“白桥”——麦仓口
大桥，在这座桥上可看见高铁新区
标志性建筑和美景。桥的一侧是高
铁新城拔地而起，另一侧是“黄
桥”——皓月桥，桥梁为双塔双索
面斜拉桥，矫健挺拔、婀娜多姿的
双“人”字形塔矗立在溪口两岸，
拉索相连，遥相呼应。皓月桥前方
是高铁进站高架桥。站在这里，呼
吸着清新又带着橙花、李花香甜的
空气，绿水、青山萦绕，眼前景象
像经过了滤镜“洗涤”一般，高铁
穿山越岭呼啸而来，让人一眼万
年，极其震撼。

高铁站右侧是长途客运站，为
公铁联运和旅游提供服务，实现高
铁与公路客运的无缝衔接，节约旅
客往返于市内客运站与火车站的时
间，方便旅客换乘，是距离神农架
国家森林公园核心景区交通最方便
的交通中转站。

兴山地处“宜荆荆恩”和“襄十
随神”两大城市圈交汇地带，如今，
来 自 全 国 各 地 的 84 趟 高 铁 经 过 兴
山，48趟高铁在兴山停靠。中原城市
群、武汉城市圈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也因此联系得更加紧密。

一年来，兴山站积极联系兴山县
文旅部门，对接地方政府绿色文旅康
养产业，打响昭君文化品牌和“昭君
出塞”精品旅游线路，联合宣传推介
独有的资源和地理风光，展示高岚大
峡谷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中国最美

“水上公路”等核心景区核心产品，助
力建设文旅融合示范带。

放眼未来，长江流域综合立体交
通体系的主骨干、全国“八纵八横”
高铁网的主动脉沿江高铁将通过在
建的宜昌至兴山高铁与郑渝高铁相
连。沿江高铁开通运营之后，兴山
将融入北上广深 4小时、重郑武西 2
小时、宜襄万荆 1 小时“朋友圈”，
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书写
绿色发展篇章。

暑运期间，旅客出行需求“扎堆”，
造成运能阶段性紧张。在这种情况下，铁
路部门会让长途列车的票额优先满足从
始发站乘车到终点站的长途旅客，实现
运力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如果短途票敞
开出售，会直接挤占长途旅客的票额，
有刚性需求、选择面本身就小的长途旅
客购票机会就少了。同时，长途票随机分
段出售，必然会造成部分区段席位闲
置，运力得不到充分利用。

铁路部门也会兼顾短途旅客需求，在
长途票额充足时，根据需求变化动态调整

票额投放，自动分时段将部分票额转移到
沿途各站，满足短途旅客需求。

铁路车票分配的基本原则是最大可
能便利沿线旅客群众购票出行、最大限
度用好铁路运力资源，其依据主要是始
发站和沿途各站的历史客流及车票预售
情况。铁路部门也据此对售票策略进行
动态优化调整，当长途票预售达不到预
期时，铁路部门会将部分票额调整至沿
途有需求的车站。

今年暑运以来，全国铁路日均开行
旅客列车10169列，较2019年同期增长

14.2%，路网整体效能进一步提升，为暑期
旅客运输提供保障。为满足没有直达车或者
有直达车但是没有余票情况下的旅客出行需
求，铁路12306App提供了中转换乘服务功
能。旅客提交出行需求后，系统会根据列车
时刻表、余票、同一个城市不同铁路车站间
的公共交通耗时等情况，向旅客展示差异化
的铁路中转换乘路线。

目前，铁路部门将不出站即可实现中
转换乘的便捷换乘车站增加至 100个，站
内开辟便捷换乘通道，免去旅客先出站、
再安检进站的麻烦。 孙晓远

“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
图。”8月 10日，在李白故里江油开往
峨眉山的C6303次列车上，一场别开生
面的列车诗会正在举行，“诗仙李白”
现身车厢，与旅客们一起开启了一场穿
越时空的诗词接龙大会。

“带着心灵去旅行，很多佳作就曾诞
生在诗人行走的路上。”在活动现场，来
自江油市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张扬扮演成诗
仙李白，用“行走”一词开题。

“C6303 次列车从四川江油李白故
里出发，向南相继经过杜甫草堂所在地
成都、东坡故里眉山等城市，沿线诗

歌文化和旅游资源丰富。大家就围绕
着沿线站点来接龙吧！”成都客运段城
际动车一队列车长汪春霞提议。

说起成都，那必须有“好雨知时
节，当春乃发生”，来自成都的刘女士
马上接出了杜甫的 《春夜喜雨》。“你说
行走，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就有很多诗人
写过，李白写过‘峨眉山月半轮秋，影
入平羌江水流’，还有白居易的‘峨眉
山势接云霓，欲逐刘郎北路迷’。”来自
重庆的旅客张先生接龙道。车厢里顿时
响起阵阵掌声。

除了诗歌接龙之外，列车工作人员

还为旅客带来精彩的传统乐器表演，优美
动听的旋律赢得旅客们的点赞，还有几位
旅客饶有兴致地起身随音乐舞起来，犹如
诗中写的“佳人当窗弄白日，弦将手语弹
鸣筝”。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杨苍海、中国
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文联书法分会骨
干会员梁璐还在现场书写了李白的 《望庐
山瀑布》等书法作品，引来旅客纷纷合影。

暑运以来，成都局集团公司先后在列
车上组织“探秘茶香”“端午话民俗”“三
苏家风”“非遗展示”等文化活动，推进

“高铁+旅游+文化”，奔驰的列车用多种方
式传播着中华优秀文化。

他的高铁之旅
从京津城际铁路出发
本报记者 赵元梓

2008 年 8 月 1 日，我国第一条设计时速 350 公里的高速铁路——

京津城际铁路开通运营，中国迈入高铁时代。15 年间，高铁以前所

未有的力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从通车那天第一次登上京津城际铁路

列车体验中国高铁，冯琰在中国乘坐火车接近 50 万公里了。铁路为

他的出行提供了便利，成为他工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也通过提

供铁路英文服务、拍摄车站视频等方式，以实际行动支持铁路。这既

是出于对铁路的热爱，也是他回报铁路的方式。

乘坐丝路列车
品味厚道甘肃
强 科 罗开南

兴山站：青山绿水入画廊
王 强 次少杰 顾凌云

诗香随高铁飘向远方
胡志强 朱琳琳 李林珂

12306如何分配长途票和短途票

初秋时节，点缀在青山绿水间的兴山站，犹如一幅美丽的风景画。

当高铁穿隧道、越群山，稳稳停靠在兴山站站台，人们不禁

被高耸的山峦、满眼的葱翠、蜿蜒的河水所吸引。静卧于群山环

抱中的兴山站，以独有的温润和美迎接八方宾客。

图片自上而下依次为陇上小炒黄
牛肉、黄河鲤鱼、甘肃大盘鸡。

兴山站外观。 王 强 摄

服务

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开幕前夕，冯琰到杭州站讲授铁路英文课程，并到杭州西
站拍摄视频。 冯 琰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