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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近日，为提高营业厅服务效
能，提升客户感知，泰安联通在全
市名单制营业厅开展了ipad走动
营销。

泰安联通为全市名单制营业
厅全部配备了ipad平台电脑，用于
加强营业厅前台预受理工作。当
客户走进营业厅时，不用担心为
排队交费或办理业务而发愁，营
业厅销售岗值班经理会手持ipad

面带微笑迎向客户，用ipad为客户

办理3G开户、宽带续费、密码变
更、资料查询、发票打印等业务，
分流营业前台客户，减少客户等
待时间。这是泰安联通新推出的
又一项服务举措，是突现人性化
服务的具体体现。为确保ipad走动
营销效果，市公司举办了多次现
场培训，广大营业员熟知掌握了
ipad功能和操作流程，为进一步提
升营业厅销售和服务水平打下基
础。 图/文 张安红

泰山御膳楼根据目前的市
场需要，将每年的农历三月份定
位“素斋美食月”，特研制出道家
佛家素斋宴菜单，菜品原料主要
以豆腐、面筋、山菌、时令野菜为
主，并特邀鲁菜创始人颜景祥大
师到店，亲自下厨烹调制作菜
品。颜大师是鲁菜的代表人物，
被中国烹饪协会和中国商务部
授予“中国烹饪特级大师＂“中
华名厨＂“中国鲁菜烹饪特级大
师＂称号。

泰安联通ipad
走动营销引导客户消费

三月“素斋美食月”

颜景祥大师现场烹调素斋美食。

化马湾明清时曾是重要驿站
原名叫“换马湾”，现在还有乾隆时立的界碑
文/片 本报记者 邢志彬

岱岳区化马湾乡原名“换马湾”。化马湾村西自古有

一湾清水，明清时官府在此设驿站，建有马房养马，来往

差人在此换马，因此得名“换马湾”，后演化成化马湾。化

马湾乡在古代运输中有重要地位，据说是古代北京通往

南京的必经之路。此地历史文化深厚，有商周时代“燕语

城”遗址，和很多动人传说。

曾是明清换马驿站

饮马处至今可寻

28日，记者来到化马湾村西
的大水湾，这里和“化马湾”地名
的由来关系密切。春季水湾里水
量不大，水面满是干枯荷叶。紧挨
着水湾的村庄建有一排新房，虽
已难寻当年古驿站的风貌，仍能
想象当年几十上百匹骏马在岸边
喝水的壮观景象。

当地文化部门工作人员介绍，
以前水湾规模更大，丰水期十分壮
观。近代人为造田使水湾越来越
小，但水质仍然很好，附近村民常
年靠种藕为生。这里产的藕清脆白
嫩，价格是普通藕的三倍还多。

因地理位置重要，马匹饮水
方便，官府在明清时期在此设立
驿站，建房、养马。驿站担负着政
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信息
的传递任务。传递官府文书和军
事情报的官差在此换人换马，接

力传递，也供来往官员途中食宿。
当地人称此地为“换马湾”。附近
还有地名“官路村”，说明驿站和
官路在当时影响很大。

因交通便利，化马湾古时贸
易和人口往来相当发达，有些还
传承下来。远近闻名的“化马湾大
集”是泰安历史最古老的大集之
一，至今农历逢四、九赶集。白石
岭道庙庙会每年农历正月十六、
六月初一两天有庙会，来此祈福
的民众不下万人。

位于“九省驿道”

乾隆时设界碑

化马湾乡南部有望饭岭，也
叫忘饭岭，是九省驿道所经。相
传有一官员赶路时在此休息，把
饭包和信件忘在路上，走到化马
湾村北时想起来，赶紧回来找。
一路上不断翘首遥望，因此得名
望饭岭。

望饭岭有一处创建于明代
的清真寺，乾隆下江南时路过此
地曾赐双龙镶边“万岁牌匾”一
面。光绪年间抗倭英雄左宝贵路
过此寺时将两杆“御旗”交寺珍
藏。斯门前还有三抱粗的古槐。
寺院和两件镇寺之宝都毁于抗
日战争和文革时期的破坏，如今
的望饭岭清真寺是一座新建筑。

清镇寺门前有一通古界碑，

正面写“新泰县西界”五个大字，
大字右侧写“西至府城 (指泰安 )

八十里，东至县城 (指新泰 )八十
五里。”左侧写“乾隆二十九年三
月”。碑角有敲碎的新茬，不知被
谁破坏。不远处有现代公路牌

“新泰界”，古今地界标志相互呼
应。

界碑前有一条旧公路今称
作“老泰新公路”，是从清代官修
大道的基础上修建的。此地不仅
是泰安和新泰一线的中心，也是
济南通临沂一线的中心，还是古
时北京通南京官道的中心，交通
位置十分重要。因附近修了新公
路，这条昔日的官修大道如今堆
满柴草沙土，几乎废弃。

燕语城遗址

叫停砖窑取土
化马湾乡历史文化非常古老，

在城前村有“燕语城”古遗址，是商
周至汉代遗址。相传春秋时期这里
是康王的城池，康王能听懂燕子的
话，常与燕子言语，城里也有不少人
能说几句燕语，因此叫“燕语城”。

此处原有长三百米，宽二百四
十米，厚达10米的土台遗址，后来
有人取土建窑烧砖。现在看到的遗
址只剩断成几段的土堆，和散落遍
地的是古代砖瓦碎片。

在“燕语城”有一眼汉代古井，
井口用水泥石条保护起来。搬开石
条，看到井深十几米，已干涸。井口
至井底砌砖，有些砖上还刻有看不
懂的花纹。文化部门的工作人员说
这都是汉代古砖，这井是2002年才
发现的，当时天气大旱井水抽取不
尽，不知为何现在干涸了。

在土堆一个断面上，堆积着厚
厚的陶器碎片，记者随便一翻，就
找到一些布纹瓦片，看起来像水缸
沿的陶片还有两个像容器底座的
陶片。

文化部门工作人员说，这里战
国至汉代堆积层厚3-5米，有大量汉
代陶片。春秋层0 .5-1米，春秋以前层
4-5米。1982年还发现春秋时期墓葬
一个，随葬品有鼎和壶等青铜器。

为保护遗址，化马湾乡政府已
叫停在此取土的砖窑。记者看到，附
近取土人的临时房屋已没人居住。

在化马湾当地有“泥马渡康王”
的传说，多达四五个版本，故事各不
相同。大多把康王塑造成一个与世
无争的王爷形象，他隐居化马湾一
带，当朝皇帝怕他造反，起兵讨伐。

有的说康王养着一群大蜂，一
敲锣就出来保护他。他三个女儿好
奇，敲了三次，大蜂感觉被戏耍。官
兵真来时，再敲锣大蜂不出来。康王
的大女儿捏了一匹泥马让康王逃
命，嘱咐他马能涉水但不能饮水。康
王逃一水湾时见马大汗淋漓，让它
喝水，结果马化成泥，成了化马湾。
康王被取首级(新泰东有割头城)。

还有说康王骑马逃跑走到化
马湾时，后面追兵骑的马都化作烂
泥，康王得救，隐居在当地，教百姓
种植果树。王母娘娘路过，看到这
里满山遍野的果实丰收，认为康王
有功，把他招到天上做了神仙。至
今化马湾地区樱桃、板栗、柿子种
植广泛，镇政府正在筹备2013年首
届樱桃采摘节。

“泥马渡康王”传说

大图：古界碑。 小图：燕语城土堆里的大量汉代陶片。

本报今起推出文化类栏目《地名传奇》。栏目探访泰安地区乡镇、
村庄、街巷等地名的来历，讲述和地名有关的故事传说。

本栏目图文并茂，每周五和读者见面。带领读者探寻地名文化，
和读者共同见证泰安厚重的人文历史。

化马湾村西的水湾。

本栏目由泰安市民政局地名
委员会办公室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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