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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热读A06

苗岩从2009年开始收集火车

票，他和张雪龙因相同的爱好而结识。

“我在洛阳车务段工作，经常听

单位同事讲述铁路变迁故事，心中

萌生收集铁路老物件，做好文化传

承的想法。”苗岩说。

苗岩和张雪龙收集的火车票，

见证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火车票

的多次更新迭代——

20世纪50年代，我国第一代客

票——卡片式常备客票登上历史舞

台。火车票是硬纸板材质，以1957

年4月4日售出的上海站到金谷园

站（今洛阳站）的火车票为例，上面

印有“7日内到达有效”字样，说明当

时的客运列车速度较慢。

1979年7月20日，中国铁路首

批计算机打印客票出现。张雪龙收

集的一张1988年从上海站到厦门站

的火车票，为打印客票，票面上贴有

字条，内容为车次、发车时间等。

1996年 5月，中国铁路开始采

用热转印技术的统一客票样式，发

售印有蓝色标记线条底纹的计算机

软纸票，即蓝色软纸票。1996年年

底，火车票的底纹改为红色，即红色

软纸票。

2008年，软纸票发展为磁卡火

车票，即我们今天使用的火车票。

2018年开始，中国铁路逐步实

行电子客票，旅客凭身份证等有效

证件即可购票、检票、乘车，纸质火

车票逐步成为报销凭证使用。

“火车票的每次变革，都见证了

我国的科技进步和时代前进，从普

速列车到动车组列车，火车提速了，

人们出行越来越便捷。”苗岩说，他

会珍藏好这些旧火车票，努力讲好

火车票背后的故事，更好传承铁路

文化。

纸质火车票或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对一些人而言，它的意义远非一张报销凭证

300多张火车票，记录他的大学时光

□洛报融媒记者 余子愚
文/图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国铁集团发布公

告，自今年11月 1日起，

我国铁路客运推广使用全

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为

旅客和单位报销铁路客票

提供便利。

由于当前铁路客运采

用纸质火车票作为报销凭

证，这意味着随着电子发

票的使用，纸质火车票或

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得知铁路部门推广

全面数字化的客运电子

发票的消息，爱收集火车

票的市民张雪龙心情有

些失落。

电子发票让报销程序

更为便利，很大程度上节

约了社会资源，可对一些

人而言，纸质火车票的意

义远非一张报销凭证，而

是对生活的一种记录。

“长大后，乡愁是一

张窄窄的船票……”诗人

余光中的《乡愁》广为人

知。每到春运，乡愁就是

那一张窄窄、薄薄的车

票，每个归乡人都希望抢

到几张。

10多年前，市民徐先

生曾在南方工作。他记

得，那时每到春运，就要到

当地的火车站排长队购买

返洛的火车票。

“我家里现在还留着

几张旧火车票，看到它们，

就会勾起一段回忆。”徐先

生说，铁路客运报销凭证

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的发

展和时代的进步。

张雪龙从2016年开始收集火车

票，那时他在郑州上大学，学习铁道

工程技术专业，经常乘坐绿皮火车，

在洛阳站和郑州站之间往返。

“大学期间，我从家里往返学

校及外出旅游的所有火车票都保

留了下来，一共有300多张，记录了

我的大学时光。”张雪龙说，为了取

纸质火车票，他每次坐火车都提前

赶到火车站。

一些同学知道张雪龙喜欢收集

火车票，便将用过的火车票送给

他。后来，张雪龙开始留意一些有

特殊意义的火车票。

2020年6月20日起，全国普速

铁路实行持有效身份证“一证通

行”，即旅客进出站检票凭证，由过

去的“身份证件+车票”，简化为持有

效身份证件“一证通行”，有效防范

丢失车票、购买假票等风险。当日，

张雪龙购买了洛阳站到洛阳东站的

火车票，并收藏至今。

2020年7月2日起，洛阳东站暂

停客运业务，张雪龙有幸购买到了洛

阳东站1日发售的一张纸质火车票。

2024年1月10日，洛阳站迎来

第一列动车组D94，张雪龙在洛阳站

买了一张前往郑州站的火车票，留

作纪念。

本月1日，即铁路客运电子发票

上线首日，张雪龙通过铁路12306开

具了洛阳站到新安站、洛阳龙门站

到渑池南站等车次的客运电子发

票，留作纪念。

□洛报融媒记者 魏巍

每天上午，在王城公园

里，年近八旬的李泽黎都会带

领银发族做拍手操，与大家一

起锻炼养生。他态度谦虚、尽

心尽力，大家无不称赞。近

日，记者来到现场进行采访。

李泽黎今年78岁，得益于

常年锻炼，他面色红润、中气

十足。“我坚持锻炼几十年

了。”李泽黎说，以前，他事业

心重，一心扑在工作上。后

来，他开始注重锻炼养生。

2009年，李泽黎跟随一位

老师学会了拍手操。他说，拍

手操分四大节，不光拍手锻炼，

还对全身经络、穴位及五脏六

腑进行拍打按摩，是一种全民

型的健身操。“我学会后，又教

会更多人做拍手操。”李泽黎

说，银行门前的空地、小区附近

的游园，都是他们锻炼的场所。

2019 年，一次偶然的机

会，李泽黎“转战”到王城公

园。他说，那时公园有一支常

年做拍手操的队伍，结果领队

不干了，锻炼的群众群龙无

首。他在锻炼圈小有名气，临

危受命被推荐为领队。

之后，李泽黎每天都会早

早来到王城公园忙活起来，将

凳子擦干净，方便大家休息；

将两根绳子绑在树上，绳子上

有挂钩，方便大家挂衣服或

包。等锻炼的人来了，他把音

乐播放器打开，带领大家锻

炼。除了做拍手操，他还要带

大家练气功和打太极拳。每

天与他一起锻炼的约有150个

人，最高时可达200个人。

李泽黎把领队当事业干。

5年来，他换了6台音乐播放

器。“有的用着用着坏了，有的

功能不全，就更换好的，以便服

务好大家。”李泽黎解释道。

说起李泽黎，大家连连

称赞。今年 80 岁的梁星联

说，李泽黎非常敬业，过年也

不休息，大年初一照常带着

大家锻炼。

年近八旬的他
带领银发族
做拍手操

电子发票的出现，
让他心情失落

300多张火车票，记录他的大学时光

卡片式客票、打印客票、磁卡火车票……见证时代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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