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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居民楼飞长，逼最大气站搬家
有关部门表示力争年前完成搬迁
本报记者 王倩 见习记者 张亚楠

本报2月18日讯(记者 乔显
佳) 因为施工修管道，济南市长
清区内一座汉代墓葬被挖掘机
挖出来。记者18日赶到现场看
到，该汉墓有讲究的两室，其中
有雕刻精美的汉画像石，发现两
方印却均未见印文。

18日下午，记者赶到长清区
平安街道赵营村看到，工地挖出
的汉墓吸引了大批村民。

正在现场的济南市考古所
的王兴华介绍，被抢救性发掘的
是一座汉代砖砌多室汉画像石
墓。从西往东，依次是该墓的墓

道、墓门、前室、后室、山墙。经过
一周的细致发掘，墓室部分已经
出土，墓道有多长暂不了解。从
现场勘察情况来看，该墓早期曾
经被盗，随葬物品被洗劫，并导
致砖石墓的券顶部分被毁，但其
他部分保存得相当不错。

记者下到该墓看到，它的建
造比较考究。厚实的汉砖“箍”出
一个结实封闭的地下世界。墓室
内比较宽敞，七八名工作人员可
以较为舒服地画图、施工，弯起
腰可以穿行两个墓室。

王兴华说，该墓前后甬道所

用的画像石保存较好，图案清
晰。画像石共分两组，其中前面
有一横两竖3块画像石组成，后
面有5块画像石组成。画像石上
用浅浮雕的手法雕刻羊头、鱼、
神鸟(可能是凤凰)、菱形图案，
以及某种花卉纹样，均为汉代画
像石常用的图案。每块画像石的
做工颇为精细，图像栩栩如生，
这些画像石寄托了汉代墓主死
后享受生前富足生活的某种意
愿。

在清理墓室时，考古人员发
现了两枚石质印章，各有两厘米

见方，其中一枚印纽是铜的。令人
意外的是，两方印均未见印文。对
此，考古人员一时也搞不懂。

此外，还发现汉代使用的五
铢钱、木质耳杯，后者寄托了墓
主到“另一世界”后继续饮酒的
意愿。另外，还发现若干枚长十
几厘米的棺钉，因为时隔两千余
年，墓主的尸骸几乎腐化成泥。

济南市考古所所长李铭告诉
记者，画像石一般见于东汉，制作
费时、费力、费钱，一般人很难享
用，因此推测墓主具有比较高的社
会地位。

占地近70亩的液化气存储基地，存
储、灌装、检测功能俱全。据济南蓝光煤
气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池洪波介
绍，液化气属于危险品，公司在各个环
节的要求也比较严格，厂内到处都是摄
像头，24小时监控。进入厂区的人员都要
求关闭手机，灌装区则是被禁止入内参
观的，就连在工作人员陪同下参观的记
者也没被允许进入。而对于返回厂区的
液化气罐，工作人员也都会逐一进行检
查，如发现外观存在破损的情况，这些
瓶罐会直接进入检测车间。

记者了解到，审批手续还只是搬
迁之前的准备工作，真正到搬迁实施
过程，罐体、管线的搬迁才是真正的
考验。据基地一位工作人员介绍，与
济南炼油厂直通的输液管线都在地
下，而随着高层建筑的增多，输液管
线存在建筑物占压的情况。“灌装基
地迁址后肯定用不上这根管线了。”
这位工作人员称，由于具体的搬迁方
案还在制定之中，对于管线如何处理
还不知道，但肯定是要将管线排空并
截断运走，“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根据相关规划，济南百江液化气
储存灌装基地新址与济南市炼油厂
相邻，这就减少了输液管线的长度，
便于液化气的输出。但一位老职工告
诉记者，当初在东郊建这个灌装基地
时，也没有想到周边的规划会如此迅
速，在20多年后周边已是一片高楼大
厦。这也将是基地迁址若干年以后还
会遇到的问题，“所以就需要相关部
门做一个长期的规划，这毕竟还是属
于危险区，距离居民区肯定是越远越
好，也越安全。”这位老职工说。

作为济南市政协委员，山东
省立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
张源潮在济南市政协十二届四
次会议上提出了“省立医院东区
北邻的液化气储存库应尽早搬
迁”的提案。张源潮委员介绍，山
东省立医院东院目前有1500张
床位，但医院紧邻济南百江液化
气储存灌装基地，这让医护人员

及病人家属感到担心。
“更重要的是，目前这个区

域附近有很多居民小区，挨着这
么一个液化气基地，总是让人不
放心。”张源潮委员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

根据前期调查，张源潮委员
发现，济南百江液化气储存灌装
基地被省立医院东院、居民小区

环绕其中，就目前的位置来看，
基地周边已经不能再开发出安
全隔离带。他建议应该尽快落实
搬迁方案，尽早实施搬迁，减少
该库的储存存量，并强化该库的
安全生产和武装警卫。

2月14日，记者在济南百江液
化气储存灌装基地周边调查时发
现，除了山东省立医院东院，液化

气储存基地北侧、西侧分别是康
桥颐东、燕山新居两个大型居民
小区。在燕山新居，当被问及是否
担心一路之隔的液化气储存基地
带来的安全隐患时，80%的居民称
多少还是有一些担心。而对于液
化气储存灌装基地要搬迁的消
息，不少居民称已有耳闻，只是不
知道具体时间。

政协委员：液化气基地紧挨居民区应尽早搬迁

16日上午，在工作人员的带领
下，记者走进了济南百江液化气储
存灌装基地。在进入厂区前，工作
人员要求记者关闭手机，并向记者
介绍了基地的相关情况。据介绍，
济南百江液化气储存灌装基地集
液化石油气的存储、灌装、销售为
一体，承接济南市煤气公司所有瓶
装液化气的批发零售业务。基地前

身济南市液化煤气站建于1968
年，随后更名为济南市煤气公
司，到上世纪70年代末，公司建
立了4座球形储罐储存液化气，
这4个球形罐现在还在使用中。

据公司一位老职工介绍，当
初在东郊建立液化气储存灌装
基地时，周边还是一片荒山，几
公里之外才有居民居住。

但现在就不一样了，记者看
到，济南百江液化气储存灌装基
地占地70亩，北侧康桥颐东小区
最近的居民楼距离灌装区的直
线距离只有几十米。灌装区包括
4个球罐、12个卧罐(目前在用的
6个，另外的6个已报停)。

在厂区一张公司消防器材摆
放及逃生图中显示，液化气储存及

灌装区内总共有5条消防通道，以
备出现特殊情况时人员在最短时
间内撤离。最初的大门位于储存基
地北侧，紧邻消防通道，但在记者
实地探访过程中却发现，如今基地
的大门已经改在基地西侧，靠近新
泺大街，而与北侧消防通道相连的
就是北侧的居民区，大门也因种种
原因无法正常使用了。

记者调查：建立初期是一片荒山，如今周边已是高楼林立

济南百江液化气储存灌装
基地是济南蓝光煤气有限责任
公司存储、灌装基地，承担济南
市28万民用户及2500工商用户
的液化气服务。公司在1996年
建成了与济南市炼油厂直通的
输液管线，全长9 . 7公里，1200
吨的罐储能力也使它成为济南
地区最大的二级批发库。

对于张源潮委员的提案，
济南市市政公用事业局作为主
管部门在2011年5月进行了答
复。根据答复相关内容了解，济
南百江液化气储存灌装基地建
于 1 9 8 4 年 ，担 负 着 济 南 市 近
50%的液化石油气供应任务。市
政府也已决定将该灌装基地实
施搬迁，并召开了两次专题会

议进行研究。而对于搬迁的具
体时间，济南市市政公用事业
局在答复中表态，“力争2012年
前搬迁完毕”。

距离相关部门的回复已经
过去近一年时间，现在也已进
入2012年，为何基地搬迁还需
要“争取在一年内完成”呢？对
此，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项目比

较特殊，各级政府比较重视，不
仅需要市级各部门的审批，还
需要省级规划、环保、建设各部
门的同意。目前，项目正在省发
改委审批，可能很快就会在省
发改委立项，不过之后还有不
少手续要走，而且新存储灌装
基地的设计施工也需要一段时
间。

部门答复：这个济南最大的液化气二级批发库已确定搬迁

长清发现汉墓，有精美画像石

印章无印文，考古人员也搞不懂

搬迁之困

罐体管线搬迁

将面临安全考验

墓室精美的汉画像石。
本报记者 乔显佳 摄

为济南市28万民用户及2500户工商

用户承担液化气派送、服务的济南百江液

化气储存灌装基地位于奥体中心旁边，这

里也是济南市最大的液化气二级批发库。

20多年前建设之初那里还是一片荒山，现

今周围却是高楼林立，更不乏医院、居民

小区。

挨着这么一个危险品储备基地，很多

居民形容好像傍着一个“大炸弹”。

液化气储存基地的储存罐紧挨着居民小
区。 本报记者 王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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