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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地铁铁通通了了，，上上下下班班我我再再没没开开过过车车””
省钱还省时间，青岛的马女士感受到了城市建设带来的便利

文/片 本报记者 赵波

“自从地铁开通那天开始，
上下班我就再也没有开过私家
车。”马海燕从不掩饰地铁开通
给她个人带来的利好。

2016年12月18日，青岛乃
至山东首条地铁——— 青岛地铁
3号线全线开通运营。这条贯穿
青岛南北的主干线路彻底改变
了“南工北宿”上班族的生活方
式。在市南上班、家住李沧的马
海燕就是地铁受益者。地铁一
通，私家车放下了，上下班可以
从容掐点了，甚至交通费都大
大减少了，生活质量明显提升。

马海燕家住李沧区滨河小
区，工作单位在市南南京路。单
位要求9点前打卡，地铁开通
前，为了上下班方便，她购买了
一辆10万元左右的私家车。因
为高峰期路堵，她不得不在8点
前就出门，如果路上不堵，到达
单位就已经临近9点，如果遇到
堵车，肯定迟到。

地铁一通，她家门口就是
地铁3号线李村站，从家里出门
加上下楼时间，她步行不到10
分钟就能坐上地铁3号线，再用
20分钟就能到达单位附近的宁
夏路站。加上从地铁站出来，到
单位打卡只需要不到40分钟，
不仅快，关键是准时，不管阴天
下雨、高峰期路堵与否，地铁总
让她雷打不动地准时到达单位
打卡。

坐地铁还节省交通费。“地
铁一开，我每个月至少能节约
200块钱的交通费，一年下来就
是小三千块。”马海燕算过一笔
账，她家距离单位12 . 6公里，
她的车按照百公里10个油的油

耗，单程费用是7元左右，一天
大约是15元，加上单位附近的停
车费等杂项费用，每个月开车要
花费400多元。而坐地铁，因为办
理了琴岛通卡，前半月单次乘车
费用是3 . 6元，累计乘车费用达
到100元还有折扣，后半个月每
次是3 . 2元，每个月下来交通出
行费用不足200元。

按照政策，使用琴岛通普
通卡乘车，每个自然月内同一
张卡实际支出累计0元-100元
之间的乘次，票价给予9折优
惠；100元（含）-200元之间的
乘次，票价给予8折优惠；200元

（含）-300元之间的乘次，票价
给予7折优惠；实际支出累计达
到300元以后的乘次，票价恢复
9折优惠。

地铁的开通，也让马海燕
所住的小区成了名副其实的地
铁房。地铁开通前，该小区的房
价一平方米还不足万元，现在
因为“地铁房”的概念，一平方
米已经接近15000元。地铁改变
了马海燕的出行方式，节省了
她的交通出行成本，也潜移默
化地改变着她的生活，“现在上
下班享受了地铁的便利，以后
要是开通线路多了，郊区也有
了地铁，我们周末带孩子郊游
就可以享受地铁的好处了。”

日前，青岛市地铁工程建
设指挥部副总指挥、地铁集团
总经理王永亮介绍，在未来五
年，青岛将陆续开通8条地铁线
路，涉及2号线、11号线、1号线、
4号线、8号线、6号线和14号线，
通车里程达到414公里，地铁网
逐渐形成，届时越来越多的青
岛市民会享受到轨道交通带来
的红利。

地铁开通后，马海燕每个月

至少能节约200元交通费。

文/片 本报记者 汪泷

在孔子故里曲阜，有这样
一支队伍：他们打交道的不是
钢筋混凝土，而是瓦当青砖木
桩；他们用的不是吊车铲车等
现代设备，靠的是打磨抛光的
老手艺；他们建起的并非耸立
入云的摩天大楼，只是金顶红
墙的庙宇楼台。他们是曲阜

“ 三 孔 ”古 建 筑 工 程 管 理
处——— 一个与故宫、承德避暑
山庄修缮团队并称为“三驾马

车”的古建筑修缮团队。
61岁的孔祥民是这个团

队的负责人，记者见到他时他
正身穿印有“三孔古建”字样
的工作服，头戴红色的安全
帽，在孔庙内的一处脚手架上
来回走动。作为有着30多年古
建修缮经验的“孔府匠人”，如
今他带领管理处的200多位匠
人一起对“三孔”古建筑群进
行修缮。“修缮‘三孔’可不是
平日里盖高楼大厦，这些古建
筑都是咱中华文化中的瑰宝，
几百年前怎么修的，几百年后
咱们就得怎么修。”

毕业于东南大学古建筑
保护专业的孔祥民，对修缮古
建筑所需要的古法可以说烂
熟于心。过去，因为开设这类
专业的高校不多，修缮古法
几乎都是靠最传统的“传帮
带”慢慢教出来。孔祥民回忆
说，他的师傅以及师傅的父
亲都是世世代代为孔家建筑
进行修缮的，“过去工匠没文
化，靠的就是师傅的口口相
传，能把这些技艺传承下来的
人不多。”

如今，面对着眼前宏伟壮
观的“三孔”建筑群，孔祥民不
无感慨地说：“现在我们真是

迎来了文物保护行业最好的
时代。”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
像“三孔”古建筑工程管理处
这样的单位，正从过去单纯的
古建筑维修机构，转变为古建
筑技艺的研究、传承机构。

“在出版了《曲阜颜庙复
圣殿大修实录》之后，我们正
准备出版《孔府西路建筑群维
修实录》和《尼山孔庙建筑群
维修实录》，这些书籍都是古
建筑维修技艺的重要载体。”
孔祥民翻开《曲阜颜庙复圣殿
大修实录》，其中便记载了修
缮颜庙复圣殿时通过收购鲜
猪血，用稻米糠揉制过滤来配
制彩绘颜料的古法。在不断的
研究中，千百年传承下来的

“木作”“石作”“瓦作”“彩作”
等古老工种重现生机。

“三孔”古建筑工程管理
处作为省内古建筑修缮的龙
头单位，每年都发起多次培
训活动，邀请省内外著名学
者、专家对技术人员、施工人
员进行培训。管理处还在曲
阜市开展了技能比武，今年
将由省文物局牵头在曲阜举
办全省古建修缮技能比武，

“省内六七十家古建修缮队伍
都会来参赛。”

孔祥民是曲阜“三孔”古建筑工程管理处负责人。

曲阜“三孔”古建筑工程管理处主任孔祥民：

““孔孔府府匠匠人人””的的好好日日子子来来了了

扫码看“孔府匠人”

的好日子

扫码看地铁生活

““南南渤渤湾湾””
反反恐恐演演练练

4月12日，山东公安边防总队潍坊支队在“南渤湾”联合当地边防、消防、海

事等部门进行反恐处突演练。在三个小时的时间里，参战官兵就陆海联动追捕、

海上搜查、海上处突和海上逮捕等技战法进行了实战演练。

通讯员 李宁 本报记者 戴伟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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