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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泰安8月11日讯（记者
曹剑） 9日，泰安一游客在宝泰
隆地下大裂谷漂流时，因为漂流
船“叠罗汉”导致颧骨骨折，而这
已经是该景区一年之内的第二次

“叠罗汉”事故。
11日上午11点左右，记者在解

放军第八十八医院见到了伤者陈
先生，只见他表情忧郁，面部凝重。
他回忆，9日下午3点半至4点许，陈
先生带着妻子和4岁的孩子，到宝
泰隆地下大裂谷景区游玩，并且体
验了暗河漂流项目。当时漂流船上
有两个济南的游客，再加上陈先生
3人，5个人一起漂流。

等到达漂流终点时，陈先生称
既没看到有工作人员指引，也没看
到明显的标志，因为是首次体验，
他自己也不知道到了终点。“如果
有工作人员在旁边提醒一句，我们
肯定就上岸了。”陈先生表示。

大约1分钟后，他听到惊呼
声，看到工作人员跑了过来，而就
在自己一扭头的瞬间，后面的漂
流船贴着脸颊把他压在底下，船
头则撞在妻子李女士头上。

陈先生说，他本能地把漂流
船顶起，先后把孩子和妻子从船
底拽上岸，而与他同船的两名济
南游客，以及后面船上两名江苏
游客均落在水中，携带物品也都
落水。因为手机没信号打不通报
警电话和急救电话，陈先生要求
景区工作人员联系相应负责人。
落水的另外几名游客，则直接到
游客中心投诉。

陈先生表示，事发后一直到

下午5点多，他妻子多次呕吐并伴
有头疼。在陈先生坚持要求送医
后，景区才将他们送到医院检查。
陈先生说，自始至终只有景区的
两个“售票员”在应付，他并没有
见到相关负责人。

经检查，妻子无碍，陈先生的
左侧颧骨骨质断裂，断端移位。医
生告知可进行手术或保守治疗，
但是后期可能会出现面部凹陷等
症状。陈先生认为，自己的身体受
了永久性损伤，况且他从事井下
通防工作，工作时必须戴着安全
帽，安全帽的扣带正好勒在骨折
处，两到三个月内基本不能工作。

陈先生要求景区赔偿他两个
月的误工费以及丢失的一部手机，
共计3 .5万元。事发两天后，他一直
通过投诉电话跟景区联系，直到第
三天才见到了景区一位负责人，该
负责人也没有说赔偿的事情。

11日下午，在宝泰隆地下大
裂谷漂流项目临近结束的地方，
远远还能听到游客的呼叫声。现
场有几名工作人员负责固定船
只，并帮着游客上岸。漂流区的河
道比漂流船略宽，停船码头附近
大约30米长水域内水流平缓，而
再往上有一段斜坡，水流较急。

对于9日发生的事故，景区一
位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事发时景区
工作人员也在场，只是漂流船速度
太快，来不及去救助，并不像游客
说的没有工作人员在场。记者了解
到，景区一位副总已经出面，正在
跟陈先生协调赔偿事宜，具体如何
赔偿，景区负责人没再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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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扭扭头头，，船船咋咋跑跑脸脸上上来来了了
泰安宝泰隆地下大裂谷再现漂流船“叠罗汉”，一游客颧骨骨折

根据老人提供的名单

县民政局帮忙寻找

袁永福在发出寻人告示之
初，曾经提供了几位老战友的名
单。但袁永福自己也说，已经过去
了这么多年，当初战场上负伤累
累的战友可能已经都不在了，自
己也不敢抱很大的希望。

本报报道发出后，接到了来自
山东省各地的电话，提供了关于老
人战友的线索。遗憾的是，虽然很
多线索中的老人都曾经与袁永福
参加过同样的战役，但经过袁永福
老人的一一核实，最后发现他们都
不是曾与自己一起战斗过的人。

11日，记者按照袁永福老人
提供的名单，尝试着联系了沂水

县民政局。当与该局优抚科的工
作人员说起滕广意的名字时，这
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确实有这
个人，而且还健在。由于这名老人
属于伤残军人，所以他对这个名
字有印象。随后，该工作人员帮助
记者查询了滕广意老人的电话，
记者也与他的家人取得了联系。

袁永福回忆：

他性格绵软，和蔼温柔

喜讯到来，11日的晚上成了
袁永福的一个不眠夜。听说找到
了老战友，袁永福的思绪也一下
子被带回到战争年代。

“他是1944年入伍，我晚一年，
1945年入伍，我们是一个连队一个
排，当年就是一起在战场上打鬼

子。”袁永福回忆，最初两人都在26
军76师226团3营9连2排。直到1947
年莱芜战役以后，自己去了侦通
连，但这也没挡住俩人见面。袁永
福说，自己要在各个营之间送信，
经常是一天能见好几回。

后来，也是在1947年，鲁西南
战役中滕广意全身负伤，不得不从
前线转移到后方，被送到黄河北疗
伤。现在说起来，袁永福还忍不住
可惜：“当时都没来得及见一面，也
没想到一分别就是将近70年。”

70年没见，也没有任何照片，
但袁永福很肯定地说，自己很清
楚地记得滕广意的样子和为人。

“他性格挺绵软，是个很和蔼、很
温柔的人。”袁永福说，1945年时，
滕广意是班长，1947年成了排长。
在部队里，他对战士们都特别好。

滕广意女儿：

怕父亲激动，还没告诉他

记者通过沂水县民政局联系
到了滕广意的女儿滕梅。滕梅介
绍，滕广意已有91岁。“身体不错，
还经常在小院种菜。滕梅说，目前
滕广意独居，老伴已经去世，五个
子女一直轮流照顾着老人。

“他也经常说起以前的战友
们，很怀念当年在战场上打仗的
日子。”滕梅说，滕广意当初从战
场上回来时，腿、手、胳膊都有伤，
现在还留着残疾，但仍然挡不住
他怀念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得知此事，滕梅也很高兴，但
她尚未告知父亲。“怕他太高兴，
激动得一晚上都睡不着觉。”

11日，在公交车上登
广告寻找战友的袁永福
老人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曾与他隶属同一个排的
战友——— 滕广意老人终
于被找到了。12日本报记
者将同袁永福一起，奔赴
沂水和这位近70年未见
的老战友叙叙旧。

本报记者 万兵
刘雅菲 实习生 刘成溪

相关链接

一年两事故，还不长点心！

这并非宝泰隆地下大裂谷漂流项目首次发
生“叠罗汉”事件。2014年8月份，十几艘漂流船叠
罗汉，导致多人落水，多名游客受伤，其中两名老
年人受伤稍微重一点。景区通过监控视频发现，
事故原因是三名年轻人在中途停船拍照6分钟，
导致后方的漂流船堆积。等到了水流湍急水域，
才发生了“叠罗汉”事件。

景区负责人介绍，漂流项目全程约四千米，
先后需要19分钟。经过“叠罗汉”事件后，景区在
漂流河道水流较缓慢的地方，设置一道卡口，将
漂流船先拦一下，防止全部船只顺流而下发生
挤压事件。

尽管景区已经采取了上述措施，但在河道水
流较缓的区域却又发生事故，而景区给出的解释依
然是船速太快，工作人员来不及救助。

图为9日事故发生的地点，按规定漂流路线的尽头有工作人员接应。 本报记者 曹剑 摄

漂流船“叠罗
汉”

老兵寻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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