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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雷琳琳）乘
着京港高铁合安段游安庆！从北向南，
京港高铁合安段从合肥西站始发（初期
从合肥南站始发），依次经过肥西站、
舒城东站、庐江西站、桐城东站、桐城
南站，最终抵达安庆站。每个站场建设
与地域文化完美融合，一站一景，这条
线路的颜值爆满。

站场建设与地域文化融合

一站一景 颜值爆满

□ 全媒体记者 刘惠子

人到中年，背井离
乡，辞去安庆稳定的工
作，选择到合肥重新开
始适应新的环境，40岁
的安庆市民黄凯坦言，
是越来越便捷的交通给

了他奋斗的力量。
12月21日下午三点，合肥政务新区

置地广场的一栋写字楼内，刚忙完手头
工作的黄凯打开电脑，搜索动车往返安
庆的购票信息。“合安高铁明天正式通

车，听说今天下午开始放票，虽然我暂时不能回
家，但是心情也很激动，来看看放票的信息，做
好周末回家的打算。”黄凯说，他和在安庆的家
人连日来都在打听合安高铁通车的消息，因为这
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980 年出生的黄凯原本是安庆一所医院的
骨科医生，2019 年受到合肥一家互联网医疗平
台的邀请，2020 年上半年正式成为了这个平台
的项目负责人。“从临床医生到网络医生，从老

家安庆到来合肥工作，从每天和家人聚在
一起到分居两地，这一切的变化光靠勇气

是不足以支撑的。”黄凯说，选择辞去
安庆的工作来到合肥，他纠结了很
久，既舍不得家中的妻女，又不想放
弃这样的机会。最终让他下定决心

去合肥工作的是妻子的一句话：“想去就去吧，合肥往
返安庆的动车多方便，以后还会不断提速。”黄凯说，妻
子说这话时并没有想到合安高铁能这么快通车。

刚去合肥工作，黄凯多选择自驾往返，开车辛苦
和不可预计的堵车状况给他增添了不少烦恼。

“进城出城堵车是常态，记得有一次早上六点
钟从安庆出发上高速，预计九点钟可以到公司，结
果碰上了堵车，迟到了将近一个小时。”黄凯说，
能够回安庆的周五是一周中最开心的一天，他下午
五点多下班就往安庆赶，可一旦遇上堵车回到家总
是精疲力尽。“开车太累了，回到家陪孩子玩闹的
精神都没有，觉得挺亏欠孩子。”黄凯说。

合安高铁要通车的消息，黄凯和妻子是今年
11月份开始关注的。新线路开通之后，黄凯打算
每周五下班坐6点左右的高铁，到家后晚饭都不耽
误。周一早班的高铁8点多就能到合肥，然后直接
乘地铁到单位，也不耽误上班。“合安高铁的开
通，加上现有的宁安高铁，安庆至合肥有了两条高
铁线路，以后两地之间通达更便捷，我上班交通的
选择更多了。”黄凯说。

当谈及安庆近年来交通出行的变化时，黄凯回
忆说，20年前他大学毕业在合肥的医院实习，往返
安庆只能坐大巴车。后来在安庆工作去合肥出差坐
的是火车，最快也需要3个多小时。现在高铁只需
一个多小时，一天往返两地也能轻轻松松。“听说合
安高铁还会不断提速，我们希望国家的铁路事业能
够发展得更快更强，双城通达的时间越来越短，让我
们真正体会到家就在不远方。”黄凯这样说道。

上演“双城记”的“周末夫妻”：

合安高铁拉近了
我们的距离

□ 全媒体记者 程呈

合安高铁通车后，将安庆与省会合肥的“距
离”再次拉近。对于常常往返于两座城市间的“打
工人”来说，生活和工作会更加便捷。

程石青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安庆小伙，如今在合
肥定居，从事医疗贸易工作的他，这几年常往返于
合肥和安庆之间。作为一名常年在外奔波的 80
后，近年来，他亲眼见证了铁路的迅猛发展，切身
感受到由此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

程石青于2007年从安庆市第一中学毕业，大
学就读于安徽医科大学，在合肥读了4年书，他对
合肥这座城市有着深厚的感情。

“上大学那会儿，安庆到合肥只有绿皮火车，
速度非常慢，比不上客车，车厢里人多，环境既嘈
杂又拥挤，相比之下，我更愿意乘坐客车去学校，
不到3小时就能到。”程石青说，即便如此，客车
也有弊端，如果上高速前在市区遇上交通堵塞，路
上耽误的时间也让人很受“煎熬”。

大学毕业后，程石青进入合肥一家医疗贸易公
司就职，那时候他被外派至青海和西藏。2017
年，程石青决定回到合肥安家立业，从医疗管理转

为医疗器械销售。
看到安庆医疗行业具有发展前景，程石青的业

务范围逐步往老家倾斜。从2018年起，他的工作
重心放在了安庆。因为业务往来，程石青每周都会
来安庆出差两次。高铁便利又省时，运行平稳，噪
声不大，舒适度强，一直是他往返两地的首选。

“10年前，合肥到安庆，客运走公路要花2个
半小时。宁安高铁通车后，时间缩短到1小时45分
钟。如今，直达两地的合安高铁通车，不用中转，
合肥到安庆就像有了加速器，时间更短，票价也更
亲民。”程石青说，高铁的便捷令他与客户的交流
更加方便，对他的工作很有帮助。

“早上起早坐高铁出发到安庆，处理完两个小
时的工作，再坐高铁回合肥，说不定还来得及赶上
吃午饭。”程石青向记者这样描述他眼中的两地距
离，这两年来，他搭乘高铁来安庆已达上百次，借
助高铁，在安庆也好，在合肥也罢，对他而言好像
已经没有太多距离感了。

“高铁给人们带来一个便捷的生活圈，通过高
铁，所有沿线城市都被连接成一个紧密的城市群，
大家的衣食住行就像在一个城市里那样方便。”程
石青说。

“打工人”程石青：

直达两地，合肥到安庆就像有了加速器

安庆站站名由赵朴初题写，站房
外立面夜景照明设计方案提炼
了徽派建筑的元素，将主体
以白光均匀照亮，顶部勾勒
出马头墙，营造淡雅清秀的
水墨感受。同时吸收了黄梅
戏中经典的“水袖”动作元
素，在建筑挑檐的斜面，
投以彩色光，展现黄梅
戏中的水袖舞动、唯美
绚丽的舞台效果。

桐城南站站房以“碧波倒影，展
翅腾飞”为主题，站房整体如山峦起
伏、湖光倒影，又
似鹰展长空、翱
翔蓝天。车站坐
落在香铺乡，此地
以“香稻盈田畴”而广为人知，站房内装
饰处处展现出稻香盈铺的设计元素。

桐城东站站房以“书香古韵、人文
桐城”为灵魂，主立面纵向线条如古老
竹简，精致的镂空窗格如同铺开的方格
纸，飘散着浓郁的文化气息。走向二楼
检票口，顶部镶嵌的“文都桐城”4个字十
分醒目，两侧“冠盖满
京华，文章甲天下”吸
引顾客驻足观看。

庐江西站总规模约11.2万平方米，
车站规模为2台6线。站房以“时代新
颜 腾飞庐江”为主题，建筑外墙将以
菱形窗为主要造型，大小变换的菱形窗
口犹如镶嵌在墙上的矿石，以此呼应庐
江矿业大县的地方特色。

舒城东站展现“龙
舒之地，秦汉之韵”的
主题，站房面积 12000
平方米，包括主体建筑
及落客平台、站前广
场、绿化等附属设施。主站台长 450
米，分为楼上楼下两层候车大厅，可容
纳1000名旅客。

肥西站，坐落于巢湖
之滨，其以浩淼大湖为设
计源泉，站房整体如浪潮
起伏。规模等级规划为中间站2台4线，
站房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最高聚集人
数能达到1000人。

“大湖云帆科技方舟”，这是合肥西
站的设计理念，其整体造型犹如腾空而
起的“科技方舟”，反弧的屋顶造型和外
飘的站房形态，仿若行驶在万顷波涛之
上的巨轮。设计规模8万平方米，是合
肥枢纽的第二大客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