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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供暖暖第第二二天天，，济济南南重重污污染染
气象因素是主因，今日空气质量有所好转

本报济南11月16日讯（记
者 廖雯颖） 15日供暖开始
后，济南连续两天遭遇雾霾。继
15日的中度污染后，16日白天
济南空气污染进一步升级为重
污染。

环保部数据显示，1 6日
从 凌 晨 4 点 开 始 ，济 南A Q I

（ 空 气 质 量 指 数 ）便 蹿 升 至
200以上，达到重度污染。早8
点，济南能见度只有 2 . 8 公
里。重污染状态一直持续到
中午12点。

记者了解到，此次重污染
天气主要是气象因素导致。城

市上空的逆温层如同厚厚的盖
子，让空气无法上下对流。静稳
天气不利于污染物扩散，全省
范围的大雾天气更是加重了污
染。

16日临近中午，冷空气来
袭。虽然冷空气令不少出门在
外的市民冻得瑟瑟发抖，但冷
空气带来的“气质”改善作用也
立竿见影。下午1点开始，济南
AQI指数一路走低，下午3点之
后更降至轻度污染状态。据空
气质量预报，17日济南空气质
量将比前两日有所好转，预计
在轻度污染状态。

本报德州11月16日讯（记
者 杜彩霞 通讯员 杨凯）

因盗窃被判两年有期徒刑，
缓刑三年，缓刑期间盗窃成瘾
的许某竟然鼓动他人以洗车店
为窝点联合作案，三天内偷了
两次油田作业队。近日，临邑警
方打掉了这一专门盗窃油田作
业队财物的犯罪团伙。

今年9月份，德州临邑县临
盘井下作业大队被贼给“盯”上
了，短短的几天内，职工与单位
的财物频频被盗。

由于井下作业大队负责油
井的试油、投产、大修等施工，
每次外出施工一待就是好几
天，工友的交通工具一般就放

在作业队大院里。9月13日，在
外施工数日的刘先生与工友回
到单位准备休班，当大家来到
单位车棚，顿时傻了眼，一排电
动车，全部被人卸走了电瓶。

14日晚上作业队大院再次
被贼“光顾”了，盗走两辆电动
车与一辆摩托车。除此之外，油
田不同地方的“磕头虫”采油机
电机在短时间内连续被盗。

报警后，民警经过一段时
间的侦查，确定贼窝就在某洗
车店里。

甄某、王某、张某、许某四
人是社会上结交的朋友。经核
实，这四名嫌疑人分别在9月12
日晚和9月14日晚在临邑县临

盘井下作业队院车棚内盗窃电
动车3辆、摩托车1辆、电动车电
瓶17组。

四名嫌疑人中的许某有
盗窃前科，2012年许某因盗窃
被判两年有期徒刑，缓刑三
年，作案时仍处于缓刑期间。
民警讯问，许某的盗窃理由竟
然是“盗窃成瘾，不偷东西就
不舒服”。许某结识了开洗车
店的甄某后，伙同洗车店的张
某、王某，表面上是开洗车店，
实际上四人联合作案偷油田
作业队。

目前，四名嫌疑人已被临
邑县公安局依法逮捕，案件正
在进一步审理中。

一一男男子子偷偷上上瘾瘾，，不不偷偷不不舒舒服服
洗车店当窝点结伙盗窃，四嫌犯全被逮

本报济南11月16日讯（记
者 廖雯颖） 15日，正式进入
采暖季第一天，济南市环保局
组织全市大气污染防治专项检
查，重点检查市内六区、高新区
采暖供热单位、重点大气污染
源燃煤锅炉污染防治设施运行
及污染物排放情况。检查发现，
庚辰钢铁精细化工厂等多家企
业单位存在排污超标等违法行
为。

检查发现，部分单位未按照
环保部门要求进行大气污染防治
设施升级改造。济南铁路房产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热力分公司2台35

吨燃煤锅炉未按照环保部门要求
进行除尘升级改造，导致烟尘浓
度达130 . 3mg/m3，超标1 . 61倍；同
时，该单位运行记录造假，15日下
午检查时发现运行记录已提前记
录至16日、17日。

此外，山东大学兴隆校区2

台20吨燃煤锅炉除尘升级改造
进展缓慢，目前正在施工，导致
该单位烟尘浓度达1 4 5 . 8mg/
m3，超标1 . 92倍。山东广播电视
局宿舍燃煤锅炉未按照环保部
门要求进行除尘升级改造，导致
二氧化硫浓度达611 mg/m3，超标
1 .04倍。济南护理职业学院未落实
环评审批意见，擅自建设1台10吨
燃煤供热锅炉，并且脱硫除尘设
施落后，无法实现达标排放。

一一热热力力分分公公司司运运行行记记录录造造假假

谁谁来来帮帮俺俺村村里里
修修修修这这座座危危桥桥
兰陵县南桥镇石埠村村民出行难成“心病”

三十多年来，一座桥搭起了两岸村民下地劳作、往返
出行的通道，而如今这座桥成了让人提心吊胆的危桥，成
了沿河两岸数万村民出行的“心病”。

本报记者 高祥 刘遥

位于山东、江苏两省交界
处的兰陵县南桥镇石埠村村
西，37年前，一条人工挖出的
河——— 西宋沟成了沿河两岸排
涝抗旱的河。

“我们这个地方地势低洼，
那时候雨水又大，几乎年年都
受水灾，庄稼绝收、减产。”11月
13日，在石埠村西北生产桥边，
73岁的朱贵宝说起这条人工河
感慨万千。

为了泄洪，1976年，当时的
南桥公社组织精壮劳力在辖区
内挖了两条排洪沟，其中一条
就是石埠村西的西宋沟。这条
人工挖掘的沟渠南北长十多公
里，北从西宋村，沿着几个村庄
一直通往石埠村南的江苏邳
县。13日上午，和朱贵宝一起站
在河边讨论改建危桥的村民冯
仰坤当年就参与了挖河，冯仰
坤今年61岁，对村西这条排洪
沟和生产桥的历史了如指掌。

“当年河挖了，走路、种地
却麻烦了。”冯仰坤说，石埠村
两千多口子人、3000多亩地，分

成十个大队，其中有三个大队
的地都在河西，河里常年有水，
村民下地干活送肥拉庄稼都成
了难题。除了石埠村村民下地生
产受阻，西宋沟两岸十来个村庄
的村民来回出行也被阻挡。

连通两岸，必须得有座桥。
上世纪70年代，农村修桥不易。
1977年春天，苍山县水利部门
拨款，购买石料、水泥，把修桥
的工程包给了马沟村的工程
队，土方等工程由石埠村村民
出义务工解决。

“上边派来了技术员，村里
各生产队出劳力。”冯仰坤说，
当时全村18岁以上的男劳力，
每天天一亮就到桥边运土，抬
石块和水泥。

石埠村村民朱善辉说起修
桥，还记得那时从外村调来了
28辆马车，由管理区的人带队，
驾着马车上几十里外的山里拉
石头。

村民们起早贪黑，肩扛手
抬，硬是用两个多月修起了一
座拱桥，桥长12米、宽4米。

■37年前，村民们起早贪黑修桥

“步行过去还可以，要是开
个拖拉机、驾个农用三轮车送
化肥、运庄稼，根本就不敢过。”
郝明英家的承包地就在河西，
在桥面坍塌后的这两年中，他
只能往北绕道宋疃村，多转十
来里路。“不修这个桥，到河西
边种地收庄稼费老劲了。”郝明
英说。

今年秋收，这座桥面张着
大嘴的生产桥让村民们在农忙
季节格外郁闷。

许多村民认为，修桥虽然
不是“大项目”，但要彻底大修
也绝非小工程。更何况当年水
泥用得少，桥修得不坚固，与其
修复，倒不如拆了，建一座更坚
固的新桥。

“我们找人测算过，要是把
这座桥重新修起来，大约需要
不到30万元。”刚刚当选为村主
任的刘伟说。由于石埠村交通
不便，村民多年来一直靠种地
为生，村里集体收入来源几乎

没有。
“我们也曾想过集资修桥，

但农民种点地都要汗珠子掉地
下摔八瓣，从村民手里筹钱，啥
时候才能凑够。”刘伟说。

眼巴巴地望着河对面自
家的地，却不能抬脚就去，石
埠村村民盼着，被西宋沟挡住
出行路的两岸十几个村的村
民也在盼着，这座曾经带来便
利的生产桥，何时才能修起
来？

桥早已成了危桥。 本报记者 樊凯 摄

1977年桥建成，这座集全
村之力修成的桥，已成了石埠
村的一部分。三十多年来，村民
种地收割，邻村人去镇上赶集，
这座桥成了必经之地。

随着社会发展，村里人口
增加了，种地开始用机械，农用
车也越来越普及，从桥上往返
的人和车辆只增不减，桥的边
缘开始出现一些细碎裂缝。而

桥面窄、没有栏杆，也使得这里
成为频频伤人之地。

村民告诉记者，石埠村村民
朱世峰的母亲十几年前到河西
的闺女家，骑三轮车过桥时没刹
住车，连人带车冲到了桥下，摔在
沟底的石头上，硌断了好几根肋
骨，“当时我正好在跟前儿，赶紧
顺着坡跑下去把她拉上来，要是
那时候河里水大，人就完了。”

这样的事故时常发生，但
好在都没出人命。

自从桥面出现第一个塌陷
的大窟窿后，村民冯仰坤就搬
来几个大石头墩，立在桥东头，
用红油漆写上“危桥请注意”，
提醒来往村民注意安全。

“万一有人掉下去，出了事
可怎么办？谁来帮俺村里修修
这座危桥？”村民说。

■桥成了危桥，总发生伤人事故

■村民过河到对岸，来回要绕十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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