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铁路、火车这些元素是我们这个民族

所共有的时代记忆，工业化气息的铁路充

满了力量感与线条美，这种“范儿”又被赋

予了浪漫的内涵。

目前，老宣杭铁路的去留问题，各方

面有不同意见。宣杭铁路，陪伴着无数余

杭人成长，也见证了过去40多年杭州的发

展变迁，凝结余杭几代人的记忆。一段铁

路，去留恩怨总归情……

记忆中的老铁路

老宣杭铁路建成于1972年，1991年铁

路延伸至安徽宣城，改称宣杭铁路。宣杭

老线是宣杭铁路在新建复线之前德清西

站与杭州站之间的线路，中间的车站有上

柏镇站，石濑站，仓前站，勾庄站等。这座

老火车站，曾经是杭州前往湖州、长兴乃

至通往合肥、郑州、西安等

地的必经之地，见证过辉

煌，也经历了落寞。

随着杭州西站综合交

通枢纽工程推进，如今这里

已完全换了模样，未来科技

城从湿地田园中拔地而起，

成为了杭州新的科创高地

和经济引擎。铁皮厂房不

远处，绿色铁栅栏围外，杭

州西站枢纽建设工地如火

如荼。不久之后，这里将成

为杭州西部集高铁、地铁、

机场快线和公交、长途大巴

为一体的重要交通枢纽。

老宣杭铁路在杭州境

内横跨云城、未来科技城、

三墩北、良渚、瓶窑、勾庄及

径山，几乎贯穿了整个城市

西部和北部，毫无疑问宣杭

铁路是几十年前杭城西部

交通网络最重要的补充。

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

它也是城西交通大枢纽与

余杭大径山之间资源链接

与转化的重要通道。除了

宣杭老铁路本身具有的历

史文化遗存价值外，沿途仓

前至石濑、勾庄段的生态观

光旅游以及创客百姓适度

通勤的价值，也不容忽视。

“连点成面”
织就巨大“交通网”

“要致富，先修路”。长

期以来，交通瓶颈成为制约

当地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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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明之光照亮民族复兴之路

宣杭老铁路，焕发新生的“活博物馆”

的重要因素。

恢复宣杭铁路后，打破

边界限制，带动杭州西部与

余杭大径山的深度融合，成

为名副其实的杭州西部经济

发展输血大动脉。

宣杭绿皮火车项目，让

“两山理论”在大径山转化赋

能，激活沿途区域存量资产，

努力成为乡村振兴“生态经

济新引擎”，为余杭奋力争先

展示乡村振兴的“重要窗口”

和共同富裕示范先行区的排

头兵贡献力量。采访中，闲

置铁轨的命运引起不少市

民的关注，一些市民表示，

虽然这些锈迹斑斑的铁轨

已荒废多年，但它们是一个

城市的记忆，保留部分不影

响居民生活、具有时代背景

和城市特点的铁轨，让后人可以了解这

段历史。

“宣杭铁路虽然称不上文物，但很

有历史价值。”今年 80多岁的老企业退

休职工王大爷表示，老铁路过去为杭州

西部发展作出不小贡献，同时记载着城

市的变迁和发展方向的调整。除了一

些确有必要拆除的铁轨外，在不影响交

通、居民生活的前提下，让宣杭铁路专

用线作为城市发展的遗存保留下来，进

行二次利用。

不忘本来，方能开创未来。

宣杭老线不仅搭载着余杭乡村优

美的自然风光，还装载着半个世纪铁路

发展历史底蕴，更链接着仓前与云城的

历史与未来。因此，见证了城市历史变

化的老铁路、老车站不应被忘却。

铁路是非常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

一段铁路，承载深厚历史文化记忆和贯

连众多历史文化遗存，既是重要的工业

遗产，又可作为城市中开放的展示空

间，连接过去与当前的纽带，延续城市

的文脉，让我们挖掘遗产价值，重构文

化场景！

正如资深规划师廖晓琴所说，一段

老铁路面临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拆”或

“留”的问题。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

遇，如何尝试以老铁路焕发新生命提升

城市功能；被铁路所割裂的城区空间，

如何借助老铁路重新“缝合”，焕然新

生？如何实现从铁路廊道向生态通风、

休闲游憩、文化艺术、创新活力廊道的

转变？这才是对一段具有历史价值老

铁路最好的“复活”方式！

每一次对历史的回望与重温，都是

走好未来奋进之路的智慧源泉与底气

所在。保留宣杭铁路，在铁轨节点处恢

复部分标志性的场景，用于铁路文化的

展示或植入新的功能，服务于周边城市

发展，并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的方式感

知历史的沧桑，让铁路遗产重现生机和

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