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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世博山东馆复建进入倒计时
重建后位于园博园国际会展中心东北，将按照原样大小复制

“水厂车间氯气泄漏！”
泉城水务开展漏氯抢险演练，十几分钟解决战斗

本报12月1日讯(记者

戚淑军) 随着一阵哧哧

的漏气声，玉清水厂加氯

间 响 起 了 刺 耳 的 报 警

声……1日上午，为确保城

市用水安全，提升公共服

务水平，济南泉城水务展

开了漏氯抢修示范演练，

警戒、救援、堵漏，十几分

钟的时间内，一场模拟剧

毒性氯泄漏的应急演练在

玉清水厂上演。

“车间出现氯气泄
漏！”上午9：30，一阵急促

的报警声从玉清水厂监控

室传出，水厂漏氯应急预

案紧急启动。车间工作人

员第一时间展开自救，互

相搀扶着艰难地走出车

间，现场警戒的同时，两名

抢修人员紧急穿上防护

服，冲进车间查看氯气泄
漏情况并展开处理，外围
人员开启消防栓，在车间

门口、窗子等氯气扩散点

进行喷水稀释，中和隔离

氯气云团。

接到剧毒氯气泄漏的

报告，救护车、消防车等救

援车辆第一时间赶赴现

场。

应急演练现场，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液氯是水

厂用于自来水消毒的一种

必不可少的物质，是当前

制水企业最为有效的消毒

用剂，可以利用氯气的毒

性处理水中的一些病原

菌，把液氯经过气化通过

水注射器注入水中，生成

盐酸和次氯酸，次氯酸与

有机物组成的病原菌发生

反应，达到杀灭寄存于水

中病原菌的目的。

经过十几分钟的紧急

抢险，车间氯气泄漏点得

到控制，泉城水务漏氯演

练结束。

本报12月1日讯(记者

喻雯 王光营) 1日，记者从

济南市建委获悉，世博山东

馆及园博园文化产业区项目

方案设计开始招标，文化产
业区进入重建倒计时。世博
山东馆将落户在园博园，同

时配建园博园文化产业区。

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建筑

面积20万平米。

据介绍，按照计划，重建

后的世博山东馆位于园博园

国际会展中心东北，将按照

原样大小复制，同时还要建立

一个外馆把山东馆及世博会

的元素融合在内。整个馆区占

地约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5000平方米，重建后将包括主

展厅、环形展厅、演示厅以及

辅助区等功能区域。

对于山东馆应该如何重

建，有关负责人表示，山东馆

外馆将从山东地域文化特色

上下工夫，将孔子、鲁班锁、

花如意等山东文化符号集中

展示。展馆中心的主展厅为
山东馆主题展示区，游客可

从各种角度欣赏山东馆的外

观，也可进入馆内游赏。环形

展区位于主展区外围，放置

上海世博园内有代表性的国

家和地区、企业馆模型，结合

各种现代化的手段进行展

示，力图再现其真实场景效

果，相当于压缩、微观的上海

世博园。演示厅将用视频、图

片和实物结合的模式，演示

一些知名世博会场馆的创意
及设计过程，如意大利馆、德

国馆、法国馆等场馆的微缩

模型展示等。

据了解，山东馆于10月

31日晚10时30分圆满闭馆，

其 间 累 计 接 待 参 观 者 达
669 . 38万人次，位居省市区

馆之首。从11月1日开始撤

展，11月18日，山东馆最后

一批物资运抵济南。11月20

日上午，山东省政府和省参
展方代表与济南市接收方

代表签署了《2010年上海世

博会山东馆移交协议》，世

博山东馆将在济南园博园

完成重建。

两大水厂工艺改造开工
省城供水水质将迈上新台阶

本报12月1日讯(记者

戚淑军) 省城供水水质

即将迈上新台阶，1日上

午，在一阵锣鼓鞭炮声中，

泉城水务鹊华水厂与玉清

水厂工艺改造工程开工，

标志着“水专项”水厂工艺
改造示范工程全面展开。

水厂工艺改造后，将

极大地解决黄河下游引黄

水库高藻、高有机物、微污

染水质问题，省城供水水

质将得到极大提升，据介

绍，水厂工艺改造，工程概

算1 . 68亿元，明年国庆节

前全部完工。

济南城市供水地表水

源主要为黄河水，其中主

要通过西部的玉清水厂和

北部的鹊华水厂向市区供

水，这两个水厂供水几乎

占了整个济南城市供水量

的三分之二。但随着市民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家

城市供水水质标准已经由

35项提高到了106项，省城

两大水厂供水工艺落后，水

质有待进一步提高。据介

绍，目前玉清水厂和鹊华水

厂用的仍是100年前的供水

老生产工艺，本次水厂工艺
改造，将大大提高省城供水

水质。

唐宋经幢

露真容

12月1日，济南市考

古研究所考古工作人员

组织施工人员，对日前

在县西巷南首东侧发现

的一唐宋时期遗留的开

元寺经幢进行清理，并
初见全貌。

据了解，经幢是寺
庙前面的构件之一，可

帮助确定寺庙位置。该

经幢底座雕刻完美，做

工精细，是济南考古史
上首次发现。

本报记者 乔显佳

摄

演练现场，抢险人员身着防护服进入事故现场紧急

堵漏。 戚淑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