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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17日讯（记者
王杰） 17日，济南市文物

收藏爱好者邓洋向济南战役
纪念馆无偿捐赠了一件济南
战役重要文物——— 济南战役
前夕国民党部队修筑军事碉
堡时所刻的石碑。济南战役
纪念馆工作人员为其颁发了
荣誉证书，并对邓洋的热心
行为表示感谢。

在邓洋位于七贤庄的收
藏仓库内，记者看到该石碑，
石碑并不完整，为一块断碑，
整体外观形状呈梯形，材
质为青石所制。石碑上刻
有“白堡壘（垒字繁体）”三
字，并刻有“民國（国字繁
体）三十七年四月建”的字
样。石碑宽约45厘米、残高
约 7 5厘米、厚度 8厘米，重
9 0公斤，“从外观推断，石
碑完整形状应为长方形，

‘ 白 ’字 前 面 还 应 有 几 个
字。”济南战役纪念馆工作
人员说。据该工作人员称，

“民国三十七年”即为公元
1 9 4 8年，适逢济南战役前
夕。“石碑应是国民党军队
修 建碉堡、防守济南时所
制。立此碑的目的很可能是
为了鼓舞士气，守住该碉
堡。”

据悉，早在2007年，在郎
茂山公园就曾出土过一块解
放前由国民党军队刻的石碑

“朗东堡垒”，石碑右侧刻有
“陆军整二师二一三旅三七
团一营”，左侧刻有“民国三
十七年四月建”；此外，在千
佛山也曾发现一块“千佛堡
垒”的石碑，右侧也刻有“陆

军整二师二一三旅三七团一
营”，左侧也刻有“民国三十
七年四月建”。

“根据上述两块石碑的
命名原则（以堡垒所在山头
的名字来命名）以及这块石
碑所刻写的年代，可以推测
出，此块‘白堡垒’应当处于
白马山。”济南战役纪念馆工
作人员称，白马山是济南西
南部的一处制高点，属于国
民党整编九十六军的驻防区
域，“在当时是济南战役西区
重要的守备点”。

“得到它（石碑）全是缘
分。”邓洋称，这块石碑是自
己在1996年从一名收废品的
商户手中购得，“当时不知道
堡垒是什么意思，看见石碑
上刻着民国字样，觉得珍贵
就买了下来”。事实证明了邓
洋的眼力，经过多方查找资
料，邓洋发现碑上所说的堡
垒即为碉堡，石碑是见证济
南战役的重要文物，“据我
所知，全济南市这样的石
碑不超过 5块。”至于把石
碑捐赠至济南战役纪念馆
的原因，邓洋称，自己此举
是想让广大济南市民能见
到这块文物石碑，帮助市
民更加形象地了解济南战
役这段历史，“这块碑在我
手里只能呆一辈子，我想让
它发挥它的价值，也让它得
到更好的保护”。

最后，济南战役纪念馆
的工作人员呼吁：如果市民了
解“白堡垒”石碑的相关信息，
可联系济南战役纪念馆（电话
82030608或82030609）。

本报12月17日讯（记者 张泰
来） 1 7日，槐荫交警在查黄标车
时，查到一个驾驶员在1 7年前尚未
成年时，虚造身份信息取得的驾照。
目前，这名有着1 7年驾龄的老司机
面临着被撤销驾驶资格三年不能重
新申请的处罚。

17日上午，槐荫交警大队西站中
队民警在青岛路与潍坊路路口，查处
黄标车闯禁区违法行为。8点左右，一
辆皮卡车进入了民警视线，按规定不
能进入市区行驶，要对驾驶员尹某处
以罚款200元、记3分的处罚。

“当时拿过他的驾驶证就觉得不
大正常，一般的驾驶证用的都是彩
照，尹某的驾驶证上却是黑白照片。”
办案民警说，但经过系统核查，发现
系统里的确有对应的驾驶证信息，姓
名，照片也都能对应起来。民警又要
求尹某出示身份证，这才发现了问
题，尹某驾驶证上的身份号码跟身份
证上的不一致。

原来，1997年当尹某还只有16岁
时，在河北沧州老家报名学车，因未
满18周岁，虚构了一个身份信息取得
了驾驶证。之后，尹某一直使用这张
驾照开车，中间回家换过两次证，直
到被槐荫交警查处，整整开了17年的
车。

目前，槐荫交警按照道路交通安
全法实施条例第103条的规定，给予尹
某撤销机动车驾驶许可，且三年内不
能重新申请的处罚。

伪造信息考驾照

假证开车十七年

热热心心小小伙伙捐捐赠赠““白白堡堡垒垒””石石碑碑
石碑为济南战役时国军所刻，济南现存仅3块

石碑需三人才搬得动。本报记者 王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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