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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汶口桥限高架卡住卧铺车
双层卧铺车由台州发往淄博，3 人死亡 8 人受伤

本报泰安 11 月 30 日讯(记者
曹剑 刘来) 11 月 30 日凌晨

3 点前后，一辆双层卧铺客车撞
到大汶口桥南头的限高钢架，3

人死亡，多人受伤。
宁阳县一名交警介绍，30 日

凌晨 3 点 21 分，宁阳县交警大队
三中队接到报警称，大汶口桥发生
交通事故。交警赶到现场发现这辆
由南向北行驶的双层客车上层被
卡，有人员伤亡，立即上报并启动
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预案。

现场交警分成 6 个组，分别救
援和安全警戒，疏导交通防止二次
事故发生。一直到凌晨 5 点，交警
才处理完现场，把事故车拖至停车
场，没有造成交通堵塞。据了解，该
车由浙江台州发往山东淄博，车上
共有 28 名乘客，包括 2 名驾驶员
和 1 名乘务员。事故造成 3 人当场
死亡，8 人受伤，其中 3 人伤势较
重，正在医院救治。

在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重症
监护病房外，记者见到了一名伤

者的父亲李先生。他告诉记者，儿
子在淄博做买卖，“今天凌晨 4 点
半，我们接到了电话，说是孩子坐
的车出事了。”接到电话后，李先
生和家人从台州坐车往泰安赶，
在晚上 19 时赶到了泰山医学院
附属医院。

“孩子的情况比较危急，是脑
出血。”李先生说，他们赶到医院
时，在医生的允许下见了孩子一
面，但是孩子没有任何意识。“昨
天才刚把孩子送上车，没想到今

天就……”说到这，伤者的母亲陈
女士哽咽了。重症监护病房里还
有一位不到 40 岁的男性伤者，也
是在此次事故中受伤，还没有联
系到家属。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重症监
护病房侯主任表示，医院正全力
抢救两名伤者。记者从宁阳县交
警大队了解到，事故发生时正下
雪，不排除驾驶员视线不佳的可
能，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
查。

格相关链接

104 国道泰曲段大汶口大桥
桥墩受损严重，检测确定为危桥。
2011 年 7 月 22 日限行，大货车和
高度超过 3 米的车辆禁止通行，两
端的桥头上设置了限高钢梁。

9 月 24 日凌晨，一辆满载南
瓜的大货车通过限高钢架被卡，五
吨多的南瓜滚了一地。

9 月 27 日凌晨，一辆崭新大巴
车撞上限高钢架，整个车顶被掀飞。

市政广场上，两岁
男孩赛赛正抓泡泡。看
着一个个美丽的泡泡，
孩子十分好奇。

本报记者 王鸿光
赵苏炜 摄

“报纸上的老人是俺亲娘”
看到本报报道，儿子将聋哑老人从救助站接回家

社会青年报高考

市区只有 5 个人

本报泰安 11 月 30 日讯(记者
白雪) 30 日是社会考生参加高

考现场确认的最后一天，据了解，
今年泰安市泰山区及岱岳区的社
会考生报考者很少，市区只有 5

人。
记者 30 日在岱岳区招生办看

到，办公室内除工作人员外，已见
不到考生前来确认。“大多社会考
生已经确认完毕，岱岳区只有 40

多人报名，而且考生多是外地复读
生和回户籍地考试的借读生，真正
参加工作后再报名的社会青年只
有 3 人。”岱岳区招生办公室工作
人员说。

记者在泰山区招生办公室见
到了长城中学往届学生小孙，“我
去年高中毕业，打了一年工，发现
没有高学历不好找好工作，所以今
年又回来考试。其实我这一年都没
看过书，挺纠结要不要报名，我有
个同学就因为这个原因没报名。”

泰山区招生办公室工作人员
说，今年社会考生比往年少，生源减
少是一个原因，“现在真正的社会青
年报名高考的已经很少，现场确认
的 3 天里，没有大龄考生来报名，泰
山区真正报名的社会青年也就 2

人。”
这位工作人员介绍，前些年曾

有一位 60 多岁的老人报名参加高
考，但是没考上，“今年没见有大龄
考生报考，现在就业机会多，有些
青年一旦踏上社会，很少会选择从
头再来。如果单位需要进修，大多
大龄青年会选择参加成人高考，社
会考生越来越少了。”

本报泰安 11 月 30 日讯 (记
者 李兆辉 ) 30 日，本报报道
了一位聋哑老人找不到家，被
送到救助站住了好多天。老人
的家人看到消息后连忙赶到救
助站，把她接回下港乡葡萄岭
村的家中。这些天，全村人都出
动寻找老人，甚至去了莱芜。

3 0 日下午，岱岳区下港乡
葡萄岭村四位村民来到泰安市
救助站，寻找他们走失的母亲。
当 他 们 出 现 在 聋 哑 老 人 面 前

时，老人扑过去抱住其中一人
大哭起来。原来这四人分别是
聋哑老人杜翠兰的两个儿子和
两个邻居。救助站工作人员董
爱平说，当时所有人都哭了，走
失十六天，又一点信儿都没有，
现在终于团聚了。

杜翠兰的小儿子施圣荣介
绍，母亲原本与哥哥住在一起，
1 3 日晚，因想去施圣荣家照看
孩子不辞而别。“那天晚上阴天
没月亮，我娘可能是看不清路

才走丢的。”施圣荣的说法与老
人在救助站一直比划着家里有
孩子、有孕妇的情景相吻合。

老人走失的第二天，施圣
荣兄弟俩连忙向下港派出所报
了警，全村人都自发帮忙寻找。

“我们最远跑到过莱芜，能找的
地方都找遍了，就是没找到。村
里的大爷大娘天天到我家询问
情况，都觉得我娘又聋又哑，走
丢了太可怜，太危险。”

直到 30 日早晨，本报报道

了聋哑老人有家难回的消息。
施圣荣的表姐看到后，连忙通
知他过来看看。施圣荣拿到报
纸一看，这就是自己的亲娘，赶
紧跑到救助站找她。

现在，老人又回到了大儿
子家中，施圣荣带着自己的媳
妇和孩子也赶到了哥哥家，一
家人又团聚了。“过几天，我和
我哥请村里人喝酒，还要感谢
救 助 站 ，感 谢 社 会 上 的 好 心
人。”施圣荣高兴地说。

“让我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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