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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

本报4月8日讯(记者 张永斌 通
讯员 夏勇 张坤) 日照市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日照剪纸》、《彩
色泥塑》的代表性传承人，日前走上凤
凰小学讲台，为该校五年级、六年级的
孩子，带来了非常快乐的一堂课。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的根。这次凤凰小学把民间艺
人请上小学校园的讲台，使孩子从小
能接触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从小了
解一个地方传统的传统文化项目(技
艺)，能让民族的优秀文化薪火相传。

东港区文化、教育部门将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人请到了校园的讲台，
激发了孩子们的极大兴趣。近六十名
孩子，在民间艺人手把手的指导下，
用一张张普通的宣纸，剪出了一幅幅
漂亮的动物、花草，捏出了一只只生
灵活现的虎娃娃。将成为孩子们一生
中的美好童年记忆。

据了解，东港区文化、教育部门
将在全区中小学陆续实施“传统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进教材、进
课堂)工程”。

近60名小学生

一起学捏虎娃娃

““东东方方号号””一一次次送送669944名名游游客客赴赴韩韩
载客量几近满员，韩国游热潮今年提前一个多月

预计韩国旅游热

将持续到五一前后

4月8日，记者从日照海关
了解到，清明小长假期间，日
照口岸韩国出境旅客单航次
最高达694人，都是乘坐日照

“东方号”赴韩的。与往年5月
份出现的客流高峰相比，已提
前一个多月。

日照海关一工作人员介
绍，清明节小长假期间，日照
口岸韩国游出境旅客数量大
幅攀升，“往年出现在5月份以
后的客流高峰，今年提前了一
个多月。估计这种旺盛势头将
一直持续至五一小长假。”

“去年东方号停航，坐船
从日照去韩国受到影响。”日
照海关一工作人员说，清明节
前，乘“东方号”单航次出境旅
客已达600人，“清明假期间，4

月6日那天，“东方号”一航次
就运送了 6 9 4名游客出境赴

韩。要知道，这艘船的载客量
才700多人。”

日照海关多项措施

提供便捷通关服务

据日照海关旅检部门负
责人介绍，针对进出境旅客数
量大幅攀升的情况，该关已开
通所有旅客行李物品验放通
道并探索实施科学分类通关
制度，实行错时通关，加快验
放速度。

“我们提前联系班轮公司
了解客流量，根据出境旅客情
况预计返程时间以及航班特
点，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为出
境游返程旅客提供安全便捷
的通关服务。”日照海关旅检
部门工作人员说，同时，设立
咨询台以及咨询电话，提供通
关政策咨询。

据了解，进入 4 月份以
来，日照韩国出境游市场火
爆，这也是出现日照口岸韩

国 出 境 客 流 高 峰 的 主 要 原
因。“这是旅行社适应游客需
求，借韩国旅游淡季机票打
折下调报价、开发韩剧拍摄
地旅游新路线等一系列促销
方式吸引游客出境游，使得
韩国游淡季不淡。”日照海关
工作人员说。

旅行社适时加入

韩剧拍摄地等景点

据日照碧波国际旅行社
韩国部经理徐晓燕介绍，清明
节期间，该旅行社共有184名
游客报名出游韩国。“这次我
们推出的路线是双船双飞7日
游，价格不到2000元。”徐晓燕
说，旅游景点包括首尔、济州
岛、《大长今》拍摄地等，行程
比较丰富。

“受一些因素和价格影
响，东南亚游受到影响，所以
选择较近的韩国游是不错的
选择。”徐晓燕说，在184名韩

国游游客中，江苏游客占了
160名。

“东方号断航期间，日照
游客需要去青岛、威海等地出
境。”徐晓燕说，东方号复航
后，不仅方便日照市民，还吸
引了不少江苏的游客来日照
乘船出境。

1200元就能游韩国

有市民预订5月行程

日照嘉华旅游经理高月
强则表示，“咱们日照市民坐
船去韩国游玩一圈，仅花1200

块钱，非常实惠。”4月8日，他
接到了20多个市民咨询韩国
游的电话，其中不少市民已经
提前预定5月份和暑假的行程
了。

据高月强介绍，如今韩国
游渐渐升温，乘坐韩国包机五
日游只需要2180元，性价比相
当高。清明节期间，已经有两
个旅游团成行。

本报记者 赵发宁 通讯员 吕向红

“去年东方号停航，坐船从日照去韩国受到影响。”日照海关一工作人员说，清明节前，乘“东方号”单航次出
境旅客已达 600 人，“清明假期间，4 月 6 日那天，“东方号”一航次就运送了 694 名游客出境赴韩。而这艘船的载
客量才 700 多人。”

本报4月8日讯(记者 张永斌
通讯员 来守英) 临沂市原文物处
副处长、研究员李玉亭老先生日前将
自己收藏多年的两片龙山文化时期
陶片无偿捐赠给了日照市博物馆。

据李玉亭老先生介绍，这两片陶
片是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进行铁路
沿线调查时所采集，陶片上刻有兽面
纹和凤鸟纹，是龙山文化时期代表性
纹饰，其中兽面纹较为罕见，似开殷
商饕餮纹先河，揭示了龙山文化与殷
商文化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

他还将1978年日照尧王城遗址
发掘时的一些现场照片等资料一同
捐赠给了日照市博物馆。他表示，这
些文物标本、照片等资料都是当年在
日照地区田野考古时所得，对于丰富
和完善日照考古资料具有重要意义，
理应归还日照市博物馆。

李玉亭是山东费县人，1941 年出
生，曾任临沂地区文物处副处长、研究
员，中国考古学会会员、中国汉画学会
会、山东民俗学会会员、山东省考古学
会理事等。1978 — 1979 年，曾主持日
照尧王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发现
了用土坯错缝叠垒方法砌墙建筑房
屋，属山东龙山文化首次发现，也属山
东地区诸原始文化中首次发现。

每一轮巡线都要

观察 18 . 2 万个零部件

从 3 月初开始，五莲电网
春季检修开始。线路工们采取
边检修边特巡的方式，在每条
线路春检前进行最后一次特
巡，逐一排查安全隐患，确认
需要消除的缺陷，将巡视情况
随时提供给检修人员，确保线
路春检的实时到位。

巡 线 工 作 每 月 一 个 周
期，每个周期要徒步行走在
铁塔间，往返近千里山路，对
每一基杆塔和每一段线路进
行一丝不苟的检查。

巡线工孙健说：“每基铁
塔上有3组绝缘子，每个绝缘
子含6枚R型销子、6个紧固螺
栓、2枚M型销子，线路上边
悬吊的避雷线有吊线螺栓 4

个、吊线卡子4个、R型销子4

个，如果出现一处松动掉落，
会瞬间引发整条线路跳闸。”
算下来，每轮巡视，他们要观
察18 . 2万个关键部位的小零
件。

铁锤敲铁塔听声

辨别螺栓是否松动

裸露在野外的线路，风吹
日晒和自然灾害随时都会改
变安全状况，巡线工在简单的
重复行走中，要进行繁多复杂
的辨识和处理。其中最难的是
塔体螺栓紧固度的检查，铁塔
由一根根三角铁组装而成，30

米以上的铁塔就有上千个螺
栓。

检查螺丝，输电运检班班
长马杰有一套独特的办法。在
三关岭一处铁塔前，马杰从背
包里掏出一把铁锤，登上一处
平台，有规律地敲击四角主

材。“当当、当当”随之传出，
“这是正常的铁塔，厚重、一体
的回声，如果有螺栓松动，震
荡产生的回响就是另一种声
音，不过，没经验的人，很难辨
别出来。”他说。

在人迹罕至的山区，他们
有更多的麻烦，走路的时候，
要不断防范马蜂和蛇，还有捕
捉野兔的铁丝扣和带锯齿的
铁板夹子，藏在草丛里的那些
暗器，轻则让人摔跟头，重则
致人受伤。线路工的脚步，轻
缓、谨慎又执着。

一包干粮一壶水

一走就是一整天

五莲有个特点，地势落
差大，海拔最低处18米，最高
处706米，线路工经常从谷底
走到山顶，一壶水，一包干
粮，一走就是一整天，五冬六

夏，风雨无阻。他们怕炎热的
夏天，从山顶沿着线路走下
去，突然就觉得憋闷眩晕。

“喘不过气，只好赶紧往
高处跑，在半山腰上喘一阵，
适应了再继续走”。马杰说，
他遇到过好多次这种情况。
他们更怕寒冬，冰雪覆盖，山
高路滑，走一步退三步，山间
行路，近在咫尺的目标，要转
上半天才能到达。

不同的季节，巡线工要
带不同的工具，铁塔基础夏
天怕雨水冲刷，冬天怕受冻
变形开裂，所以汛期他们要
带上铁锹和镐，随时填实被
冲刷的塔底和拉线，降雪时
带着长棍子，敲落铁塔关键
部位的覆冰。

这个春天，他们像往年
一样，用坚定的脚步丈量千
里山路，守护着那跨越五莲
山水之间的条条“银线”。

日照市博物馆获捐

龙山时期陶片

日照泥塑代表性传承人郑杰教
孩子捏虎娃。本报记者 张永斌 摄

日照市博物馆收到的兽面纹陶
片和凤鸟纹陶片。

日照市博物馆供图

巡线人员用红外测温仪监测线
路连接部位的实时温度。

五莲县供电公司8名线路工是“真汉子”

脚脚跨跨千千里里沟沟壑壑守守护护山山间间““银银线线””
文/片 本报记者 李玉涛 通讯员 张善伟

五莲县境内目前有20条35千伏输电线路、11条110千伏输电线路，它们是五莲电网的“主动脉”，为成百上千条
中低压线路提供源源不断的电能。这些线路由2530基杆塔构成，七成位于山岭沟壑之间，巡视总里程约460公里。
五莲县供电公司输电运检班有8名线路工，负责这些线路的巡视、检修、抢修、新线验收、走廊防护。

山间路滑陡峭，巡线人员小心爬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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