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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浩荡东风扶摇，一只“巨无霸”的大鸟从北

方来，从苍穹来，一路向南向南，飞越挺拔的西山，

稳稳的停栖在苍南高铁站和站前大道的正中央，东

西两翼长达 380米的银色翅膀，高高向上昂起的身

头，酷似展翅欲飞，启程远方。这就是已经建成的

苍南高铁新站房。今天，她迎来的首批“宾客”是县

委宣传部主办的“新媒体看苍南走进苍南高铁站”

探秘苍南新站房采风团。

“这几天，苍南站改扩建工程正在抓紧进行各

项工程验收工作，新站房即将正式投用，这将成为

中国当前规模最大的县级高铁站，全国首个 2.0版

的县级高铁站。”苍南县城市建设中心主任詹光华

开心的向新媒体采风团介绍说。

据了解，杭州铁路苍南站是国内首个县级高铁

始发站，2009年9月28日建成启用。因区域发展势

头迅猛，客流量从初始设计的日均发送 600人次上

升至 2018年的日均 6000人次，高峰期达 15000人

次，进行适应性改造升级迫在眉睫。苍南县委、县

政府把握机遇，筹资6.4亿元，在国铁集团及其下属

上海局集团公司的支持下，代表单位和施工单位、

业主单位联合奋战，历时20个月建设，新站房终于

将建成投用。工程全程利用高铁“天窗点”作业，分

班级抢进度协同推进，既保障疫情防控、旅客进出

通行、施工建设互不影响，又节约国土空间和建设

资金，提供了我国县级高铁站适应性改造升级的首

个“探路样板”。

苍南站改扩建工程根据国铁“畅通整合、绿色

温馨、经济艺术、智能便捷”的方针理念进行优化设

计。改造后站房面积达 26993平方米，接近原有面

积的7倍，同时新增到发线1条、增设站台1座、顶推

跨线天桥1座、新建进站匝道等配套设施，采用“上

进下出、东进西出”模式，实现进出站旅客分离，人

脸识别进站、匝道智能玻璃等应用使新苍南站设施

的人性化、智能化水平达到国内最新的第四代高铁

站房水平。同时，我县提前介入装修设计方案，委

托本土艺术名家创作特色鲜明的艺术精品，实现当

地文化与高铁文化的完美对接，让高铁站兼具城市

文化地标功能、沉浸式宣传推介城市魅力形象。两

幢相邻建筑与主站房一体改造，整个站房造型呈展

翅欲飞的海鸟状，东西向宽度超过380米，为国内县

级高铁站之最；主站房吊顶“黄金海岸线”造型突出

苍南海洋大县地域特色，整体空间淡雅大方而不失

庄重感，与现代铁路站房简洁、明快的设计风格相

契合。苍南站立足于打造辐射浙南闽东北地区5县

（市）近400万人口的区域交通大枢纽。作为站城融

合发展、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引擎，目前，苍南站新

增轨道和新建站台已投入使用，日图定办客列车已

增加至63列，其中始发车达21列，为全国县级高铁

站之最。

“对照身份证，刷脸、进站，这也太快速太方便

了。”采风团的成员们对人性化智能化的检票系统

创新赞评有加。“高铁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形象展

示窗口，在苍南站融入苍南元素，主要是想通过展

示苍南的自然、人文、历史景观，讲述苍南故事，体

现苍南人敢为天下先的拼搏精神。”进站后，推介苍

南站候车大厅文化融入项目成了这次探秘采风活

动的“主打戏”。

“流光溢彩的波浪式和三角形吊顶光带设计，

是想突出 168黄金海岸线和渔寮、炎亭金沙滩的秀

丽景色。”从吊顶开始，夹层百米长卷展示出苍南丰

富的山海旅游资源，二楼西侧的《苍南民俗风情图

卷》、北面的双立柱、东侧的《苍南历史人物图卷》三

大石材浮雕群，生动形象的展示了“苍南夹缬”“畲

族三月三”“回乡采茶戏”“五凤香茗”“太平龙”“敬

天祭海”“拔五更”“蒲门兴学”“鹅峰书院”等民俗风

情；展示了苍南人民奋起抗倭、“敢为人先，改革先

行”等在苍南大地上发生的古往今来的大事件：展

示了“周凯治水”“田连阡陌”“碗窑古韵”“世界矾

都”“守卫家园”“碧水丹山”“兴建桥墩水库”，以及

“玉苍揽胜”和“长里海堤”等历史发展长河中的灿

烂画卷。

采风中，苍南的山水、人文、民俗、历史文化与

新动车站房文化的完美融合，引起新媒体人的广泛

关注，在饶有兴趣参观的同时，也让大家细细品味，

深深思考，对游苍山碧水、尝人间美味，寄情民俗活

动，体味历史人文也有了新的解读新的启迪。

苍南高铁新站迎来第一批“客人”
——新媒体探秘新站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