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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天气

今天：多云转晴，-3℃～9℃

明天：晴，-6℃～3℃

（济南气象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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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济南南对对外外地地黄黄标标车车首首开开罚罚单单
只要是闯禁区的黄标车，今后一律进行处罚

本报1月18日讯 (记者 崔
岩) 自黄标车限行以来，济南本
地车主明显收敛，但受政策不同
影响，外地车辆尚可侥幸上路。
18日，交警部门正式对外地黄标
车进行处罚，外地黄标车今后也
没法“钻空子”了。

18日，济南交警联合环保执
法部门，开展黄标车闯禁区统一
行动。当天上午，记者来到经十
东路，随同历城交警与环保局执
法人员查处闯禁区的黄标车。

很快，一辆悬挂鲁S牌照的
莱芜籍黄标大货车自西向东沿
经十东路行驶而来。“黄标是什
么意思？”该司机被拦下后，面对
交警质问辩解称，虽然经常往返
于济南与莱芜之间，但他不知道
自己驾驶的这辆车是黄标车。

“我不看电视，也不看报纸，
不知道济南不让走黄标车的
事。”当交警告诉他，在邢村立交
桥绕城高速以外，早已悬挂了绕
城高速以内禁止黄标车行驶的

交通标志时，该司机称看不懂标
志。随即，该司机被交警部门罚
款200元。

上午11时许，在经十东路山
东建筑大学路口，一辆苏C牌照
的绿色大货车行驶而来。见交警
上前示意停车，司机一边减速，
一边将头探出驾驶室窗外，手摇
罚单喊道：“别查了吧，刚刚开过
罚单了！”

交警将其拦停后，接过司机
递上的罚单发现，就在20分钟

前，这辆黄标车因为闯禁区已经
被高新区交警开了罚单。“虽然
一天被查多次，但是处罚标准为
一次。”随后，交警对其放行。

绿色大货车刚刚开走，一辆
悬挂鲁J牌照的泰安籍大货车又
被交警查处。“从最近查处情况
看，本地黄标车闯禁区的越来越
少，外地黄标车还不少。”历城交
警大队机动队队长赵勇表示，目
前，济南3 . 8万辆黄标车都已进
入交警监控平台，只要进入绕城

高速以内区域行驶，都会被电子
监控抓拍，而外地黄标车由于目
前没有实现联网，只能靠交警现
场执法。

据交警部门介绍，之前由于
各地政策不同，对于外地黄标车
以劝告为主，不予处罚。今后，不管
是本地车，还是外地车，只要是闯
禁区的黄标车，都将进行处罚。交
警部门提醒外地黄标车主，进入济
南行至绕城高速，要注意禁止黄标
车行驶的交通标志。

看看看看咱咱济济南南的的““警警察察故故事事””
济南警察博物馆开馆，展出藏品件件有故事

1月18日，位于旅游路上市公安局东院的济南警察博物馆正
式开馆，展出了有关警察题材的文物、藏品600余件，其中不乏珍
贵的历史资料。据了解，下一步，济南警察博物馆将向广大市
民免费开放。

日特300余张暴行照片面世

走上警察博物馆的4楼展
厅，其中一半的展厅展出了“日
军侵华自述罪证”。该展区记录
了一名日本特务在日军侵华期
间随军拍摄的真实影像，从侵略
者角度自证了日本军国主义的
累累罪行。

这名特务叫酒井省一，1932
年成为日军的随军记者，长期在
济南活动。济南解放后，酒井省
一以济南日本技术人员协会会
长身份，笼络日本人有组织地收
听日本东京反动广播，进行造谣

破坏，煽动日本人对抗中国政
府。1951年4月11日，酒井省一在
经一纬四路5号被济南市公安局
逮捕。

酒井省一拍摄保存的300多
张照片中，有多张照片反映了当
时日军侵略东三省残杀抗日民
众的残暴场面，还有的照片记录
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实施细菌
战的不争事实。

此外，照片也记录了日军占
领济南，并在济南市推行良民
证，以及营造中日亲善的场面。

“燕子李三”珍贵史料展出

在博物馆的4楼，有一块展
区就是市公安局抓获江洋大盗

“燕子李三”的一些珍贵史料。
燕子李三，本名李圣武，绰

号“李燕子”。1920年出生，山东
禹城县李家庄人。6岁至11岁时
在大连、哈尔滨跟父赶大车，16
岁跟随江北匪首刘洪吉学武艺
两年半。19岁起在哈尔滨当土匪
行抢，1939年底被缉未遂进入济
南，在日本江川汽车公司修车。
21岁起，以盗匪为业，流窜作案、
横行抢掠。曾经多次被抓，但都
侥幸出狱。

1949年6月23日，民警得知

李圣武藏匿于徐州市铁管巷78
号其姘头歌妓张红兰家中。6月
24日，在徐州市公安局密切配
合下，济南市公安局刑警桂树
槐、曹金法等同志将李圣武擒
获。当场搜出美造加拿大手枪1
支，子弹24发。1949年10月27日
晨，李圣武在十二马路北卡子外
被执行枪决。

当时政府对李圣武在十二
马路北卡子外尸体进行了解剖，

“这是大腿的标本，可以看出非
常健壮，李圣武供述其根本不会
飞，但是擅长攀爬。”一位民警指
着一张大腿标本的照片说。

101支“老枪”有的已有百年

谈起警察，人们很容易就
会想到枪。打开3楼的一个展厅
大门，如同进入了枪支的海洋。
从1948年济南解放到1980年，
装备使用的枪械颇杂，主要来
源于接管国民政府各级警察局
的武器、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所
配发的武器、镇压反革命及民
主改革中收缴的武器以及新中
国成立后陆续配发的国产武
器。这些武器产自美国、德国、
比利时等多个国家。

对着展厅大门，是一支保
存完好的轻机枪。“这是比利时
产的勃朗宁1930式轻机枪，现
在很难找到保存如此完好的轻

机枪了。”济南市公安局治安支
队技防办主任、长期与枪械打
交道的潘江东说。

其中一面墙上全部是摆放
整齐的手枪，一个展柜里面还
摆放着多个年代多种样式的勃
朗宁手枪。“这是加拿大产的勃
朗宁1935式手枪，就是‘燕子李
三’被抓时手中的枪支，9毫米，
威力非常大。”潘江东说。

“这是勃朗宁1910式手枪，
就是枪杀斐迪南大公引发一次
世界大战刺客使用的枪支；这
是鲁格P08手枪，德国纳粹军人
使用的手枪；这是柯尔特1911
式手枪，二战时美国大兵使用

的手枪。”对着一整面墙的手
枪，潘江东如数家珍。

除了手枪，另外一面墙还
展出了多种样式的长枪，包括
德国毛瑟、美式卡宾枪、中国汉
阳造、国产53式步枪和56式步
枪、国产56式冲锋枪等。“这是
一支狙击步枪，射程1000米，价
值20多万元。”潘江东指着一把
狙击枪说。

“101支枪后面都有一个故
事，我对待它们如同宝贝，这
里面最古老的一支枪已有百
年的历史了。”潘江东感慨地
说，“很多枪都是我亲自上油
维护的”。

文/本报记者 杜洪雷 片/本报记者 戴伟

博物馆里展出的近代各种枪械。

解放初期收缴的烟具。大量侵华日军暴行的图片首次对外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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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较为流行的“大飞轮”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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