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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高速路有事故 电子眼来处置
山东高速进入GIS物联网时代，一遇事故系统自动报警并生成处置方案

本报济南9月10日讯 (记者
杨传忠 ) 物联网技术开始成

为我省高速公路保畅通的主角。
记 者 从 山 东 高 速 获 悉 ，基 于
S u p e rM a p G I S平台构建的高
速调度指挥系统目前已在青银
高速、京台高速等得到广泛应
用。如遇事故，该系统将实现自
动报警锁定现场并生成处置方
案，全面提高了高速路网的监测
水平、应急处置能力和信息服务
水平。

山东高速监控调度中心刘
丽 娜 主 任 告 诉 记 者 ，基 于
SuperMap GIS平台构建的山东
高速调度指挥中心系统，已成为
国家“基于物联网应用的高速公
路路网运营监测与调度指挥系
统 研 究 ”的 重 要 成 果 。系 统 自
2010年启动一期建设，目前已在
青银高速、京台高速、京沪高速
等主干线得到广泛应用。

刘丽娜表示，该系统应用了
GPS定位、视频监控、集群通信、

3 G等多种技术手段，实现了事
件、路况、道路病害等信息的动
态电子地图管理，能够第一时间
定位和远程确认案情。如遇事
故，可搜索并显示附近的应急车
辆、救援队伍等应急资源，方便
有关部门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现
场实施救援。

9月6日，记者在济青零点附近
的山东高速监控调度中心看到，在
显示实时视频监控画面的同时，各
路段的车流量、天气、能见度、路面

状况等信息也在电子地图上一目
了然。“出现事故后的几秒钟，摄像
头将自动锁定现场并报警，事故误
警率比之前下降了约40%。”刘丽
娜说道。

由于该系统把路政、交警、消
防、救护、养护、信息等融合到了
一起，事故发生后，工作人员录
入地点、事故性质等信息，系统
还会自动生成一个处置方案，根
据轻重缓急，有人员伤亡优先通
知急救，危化品事故优先通知消

防，使得事故处置流程更加规范
化、系统化。

采访过程中，恰巧青银高速
济南段发生一起两车追尾事故，
摄像头自动锁定事故现场切换
在大屏幕上。5分钟后，当司机的
电话打到 9 6 6 5 9路政服务中心
时，他可能没想到，此时距离现
场最近的路政巡逻车以及清障
车已开始赶赴现场；与此同时，
附近的电子指示牌上已提示后
面车辆注意避让。

青岛多项措施

促教育优先发展

本报青岛9月10日讯 (记者
李珍梅 ) 近日，青岛市采取

多项措施，保证教师待遇，促
进教育优先发展。

教师平均工资

不低于公务员

日前，青岛市下发《关于促
进教育优先发展的意见》，《意
见》规定，除了要进一步加大市
本级财政教育投入、建立生均
共用经费标准定期调整机制
外，在教师工资上，也要保障

“增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要建立教师工资正常增长机
制，保证教师工资不低于或高
于当地国家公务员平均工资水
平。同样，教育部门也要及时提
出调整建议。

10日，在2012年教师节大
会上，青岛市委副书记、市长张
新起还提出，要进一步改善教
师的工作生活条件，完善教师
的保险、住房等保障措施。

重大教育决策

交“智囊团”论证

今后，青岛有关重大教育
政策、重大教育改革，将专门有
一批委员来“出点子”。1 0日，
记者了解到，青岛市成立教育
咨询委员会，将收集社会各界
和广大人民对教育的意见和建
议，提出对策建议。

据介绍，委员会的主要职
责是，对重大教育决策、重大改
革事项等进行论证评议，提供
咨询意见；开展调查研究，对教
育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
政策建议；对全市教育体制改
革试点以及重大项目进行评
估，提出报告。

三代人的“教师经”折射教育变化
山师大新生陈丽莎与她的爷爷和爸爸对教师职业有着不同的理解
本报记者 杨凡 实习生 黄瑛

9日，山东师范大学大一新生
陈丽莎在曾任教师的爷爷陪伴下
到学校报到，而她的爸爸作为山
师大工作人员，正在为新生报到
而忙碌着。

今年考入英语专业、立志当
一名老师的陈丽莎家里祖孙三代
已有5人圆了“教师梦”：年过七旬
的爷爷和奶奶已从教师岗位上退
休，教龄超过30年；爸爸和妈妈目
前分别在山师大和济南市体校从
事教职工作；姑姑也在山师附中
任职。

一个教师世家，三代人的“教
师梦”和追梦故事，打上了深深的
时代烙印，不曾改变的是对教育
的热情和责任感。

爷爷 追着学生做教育

“我们那时候，真是把所有时
间都用在了教学上，吃完晚饭，我
和老伴把儿子闺女留在家里，两人
分头到学生家里家访，了解学生情
况，有需要补课的就补课。”

与中学教育打了38年交道，
满头白发的陈志诚老人回忆起昔
日自己的从教经历，再联想到如
今的些许浮躁风气，加重了语调。

5年前，老人70岁生日时，第
一批63届(毕业时间)有12个学生
从各地赶来登门拜寿，让他很意
外也很感动。其中一个已经从地
市测绘局领导岗位退休的学生，
抓着他的手直道谢，并称“一辈子
也忘不了师恩”。

“他告诉我，原来他当年曾经
因为学费差了几块钱，面临退学的
危险，又不好意思开口借，我知道
后悄悄给他垫上了……我都不记
得了，这件事他记了几十年，此后
从未提起，却一直记在心里。”

爸爸 把学生当兄弟

1964年出生的陈炜，是陈老
的大儿子，上世纪80年代，他追随
父亲的脚步考上了山师大，因表
现优异留校任教。

因为毕业后就留校，陈炜的
年龄和他带的学生相差无几。上
世纪80年代，考上大学比现在要
困难很多，大学生是“天之骄子”，

“师生比”也比现在低很多。
提起那时的大学辅导员工作，

陈炜最大的感慨是，“都和学生吃
住在一起，一个人带着两个班、八
十多个学生，感情像兄弟一样。陈
炜说，他领着学生们野外实习，走
过了崂山、蒙山等很多地方。2009
年，陈炜和这批学生聚在一起，庆
祝学生们毕业20年，回忆起当年的

一幕幕，许多人哭红了眼眶。
“现在这批学生里面，一半以

上又留在学校当了老师，十来个
出国的，还有一些在不同的部门
任职。但不管是当老师的，还是在
地方担任领导干部的，一见到我
还是恭敬地说‘老师好’，感觉很
纯粹。”陈炜说。

孙女 要保护学生个性

“爷爷是追在学生屁股后面
做教育，爸爸是对学生像兄弟一
样去教育。”在爷爷和爸爸作“追
梦”讲述时，陈丽莎也时不时地插
话、补充，尤其对于爷爷30多年的
从教经历，她几乎耳熟能详。

生长在一个教师世家，陈丽莎
却告诉记者，自己曾有一段时间对

“教师”这个职业不那么喜欢。

“其实，后来我发现，我曾经
一度不喜欢的，是那种刻板、枯燥
生硬的教育方式。我当老师就要
改变这些。”陈丽莎认为，传统意
义上的高中教育，就像“切豆腐”
一样，切出来的学生都是一个样
子，“我们都是工厂里生产出来的
模具，没有什么特点可言。”

“虽然现在推行素质教育，可
是我的那些特长、爱好，像二胡
啊、钢琴啊，还有话剧表演等等，
在高校录取选拔中并没有体现，
最终还要看高考成绩啊。一到了
高三，我们还是得回到书本上，变
成一块一块的豆腐。”

虽然大学生活刚刚开始，但
陈丽莎对自己的未来规划并不迷
茫：当一名老师，和孩子们在一
起，去发现、保护和培养他们的个
性，呆在国内或国外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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