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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精读

18岁准大学生爬华山摔伤，被困陡峭山坡

众众人人连连夜夜搜搜救救，，峭峭壁壁上上抬抬下下伤伤者者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吴金彪)

23日晚7点多，在华山北侧山坡处，一
名18岁的准大学生爬山时不慎摔伤，被
困山中。公安民警、消防、村民联手救援，
经过3个小时的紧张救援，晚上10点多，
男子终于被众人合力抬下山。

2 3日晚 9点，记者赶到事发现场
时，民警和消防人员刚刚锁定男子所
在位置。历城公安巡警二中队民警李
梦阔介绍，他们接到报警后，就立即赶
到了现场，由于山路陡峭，受伤男子的
手机没电无法接通，民警只能在可能
的山坡搜寻。“先是在南坡搜寻，后来
又转到东面，最后才确定男子在北面
山坡。”

记者注意到，男子被困的华山北面
山坡处巨石林立，杂草丛生，记者试图向
上攀爬，却发现随时都有踏空摔下的危
险。58岁的村民宋德奇告诉记者，晚上7
点多他正在家里，突然听到山上有人喊
救命，后来才发现一个年轻人被困在山
上。男子被困的地方没有路，陡峭无比，
平时他们都不上去。

据男子的表弟介绍，表哥家住洪家
园，18岁，今年刚考上大学，暑假期间每
天早晚爬华山。

由于山路陡峭，连站的地方都没有，
无奈之下，救援人员只好把男子绑在担
架上，接力把担架向下顺。当地村民用砍
刀在前面开路。不到100米的路，救援人
员却走了近一个小时。

经过3个小时的紧张救援，晚上10点
多，男子终于被众人合力抬下了山，送上
救护车。据了解，男子头后部擦伤，左脚
扭伤肿胀，腰部有轻微扭伤，其他并无大
碍。 23日深夜，华山北侧，众人联手抬下爬山摔伤的准大学生。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闹闹““气气荒荒””，，出出租租车车加加次次气气等等一一小小时时
司机为抢气下午4点半就收工

“既然加气这么难，能否引进
电动出租车呢？”在采访中，有市民
表示，由于烧油成本太高，但烧气
又遇到加气难。目前电动汽车技术
已经相对比较成熟，希望能够引进
电动汽车解决出租车加气难题。

省城一家电动汽车生产企业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的电动汽
车市场发展较快，层次也不一样。
低速电动汽车相对便宜，价格在3万
-4万元每台，一次充电续航能力在
150公里左右。部分电动汽车品牌使
用了锂电池，价格相对较高，但整
体性能也比较优秀，完全可以满足
家庭轿车的需求。

“电动汽车虽然是未来发展的方
向，但目前尚没有相关引进计划。”济
南市交通运输局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在本次增加出租车的听证会上，也有
专家建议增加电动出租车。目前，省
城不少新能源出租车已经投入运营，
但受各种条件制约，引进电动出租车
尚未列入计划。

业内人士表示，其他部分省市
也曾进行过电动出租车试点，在营
运的过程中逐渐暴露了一些弊端，
续航时间短、充电仓不够等问题比
较突出。

“如果除去充电路上花去的里
程，充一次电最多能开到100公里，一
天至少得充一次电。”业内人士表示，
低速电动汽车续航不足，充一次电至
少需要8个小时，如果用高压充电，虽
能节省时间但对电池有损害。如果使
用高性能的电动汽车，每台成本在十
几万元，不具有吸引力。

另外，与加气难相似，电动出
租车需要充电站。建设选址很难解
决，如果布局不当，同样会带来排
队难题。

电动出租车
并不可行

交通部门

车队排出两三百米，加次气得一个多小时
“一天就这么点时间，大都

耗在加气上了。”23日，不少出
租车司机给本报反映，省城近
期突然遇到了“气荒”，加次气
得排上两三百米的队。

23日上午，记者在济南市英
雄山路上的一座CNG加气站看
到，从10点钟开始，前来加气的
汽车逐渐增加，有私家车、公交

车，其中绝大多数是出租车。
11点半之后，在通向加气站

的道路右侧，排队的车辆已有两
三百米长，有的司机师傅等得无
聊，下车拿着抹布开始擦车。“都
说天然气涨价了加气会容易些，
谁知道现在还是这么难。”出租
车司机李玲表示，她一般一天加
两次气，中午一次，下午交车时

再加一次。由于不好加气，她现
在4点半就得收工，因为光加气
就要等一个多小时。有时候经过
一个加气站，看排队的车少，即
使车还有气，也赶紧加满。

出租车司机侯树智表示，
这三四天加气特别难，据说绕
城北高速上有一辆运气车出了
事故，有不少加气站都在进行

整顿，但此说法并未得到相关
部门确认。

“夏天开空调，用气更快。”
侯树智表示，中午和下午交班
时加气更难，那都是打车高峰
期，出租车都在加气，市民们打
车更难了。市民有怨言，但他们
也没办法，谁愿意有生意不做
啊。

22日，在山东济华燃气有
限公司召开的主题座谈会上，
济华燃气董事长国爱文坦言，
加气站“不均匀”，标准站数量
少，让出租车加气难上加难。目
前，济南有53个加气站，其中标
准站4个，还占不到一成。济华
有3个，分别位于黄岗、东八里

洼和盖家沟，港华燃气1个，位
于华山北路。

“标准站是管道供气，相对
稳定，有保证。子站从母站取
气，使用专用车运输，上游气源
紧张就拉不来气。”国爱文强
调，在市区来回穿梭的专用车
也增加了安全隐患，无异于一

颗“定时炸弹”，一旦发生事故，
后果不堪设想。

加气站数量太少，为什么
不多建些加气站呢？济南市市政
部门工作人员表示，济南53个加
气站用地指标已经饱和，根据建
设规划和目前气站数量，近年没
有新建加气站的计划。

据悉，新建加气站要求的安
全条件、安全标准、安全距离都
很高。一座加气站顺利建成需要
通过选址、立项、设计、报建、建
设、验收等一系列完备手续，需
要公安、规划、安监、质监、市政、
工商、国土资源等十多个部门的
审批，审批程序复杂，耗时较长。

审批难选址难，近年没有新建加气站计划

◎现状

◎困境

23日，不少市民向本报
反映，近期加气太难，不少
加气站都无气可用，希望增
加新的加气站。据悉，审批
难选址难挡住新建加气站。
有市民建议引进电动出租
车，但存在续航等难题，交
通部门尚未列入计划。

本报记者 孟燕 王光营 见习记者 刘树升

在英雄山路上的一座加
气站，前来加气的出租车排起
了长队。

见习记者 刘树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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