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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省内内最最长长铁铁路路隧隧道道贯贯通通
年底通车后打通淄博南部出海通道，结束沂源没有铁路历史

本报淄博 1 月 21 日讯(记
者 李超 见习记者 杨宗
辉) 19 日上午，晋豫鲁铁路通
道西铁车二号隧道淄博沂源贯
通。该隧道是山东省境内目前
在建的最长铁路隧道，全长
7851 米，今年年底将实现试通
车，届时沂源将结束没有铁路
的历史，淄博的南部出海通道
将被打通。

“这个隧道地处低山丘陵
区，围岩状况比较差，很破碎，
有的地方一碰就掉，自稳性非
常差，而且地质状况十分复杂，
当时设计方案就更改了多次，
之后的施工也遇到了很多困
难。”中铁二十局中南通道项目

部党工委副书记、隧道二队队
长赵栋介绍。

“这个隧道是整个线路的
控制性工程，如果这个工程不
能如期完工将影响整个铁路线
的通车。”赵栋告诉记者。

赵栋告诉记者，沂源段将
在今年 6 月开始铺轨，年底就
可以试通车，随后就会实现全
线通车。据了解，西铁车二号隧
道的贯通对晋豫鲁铁路意义重
大。晋豫鲁铁路通道是我国首
条按万吨重载铁路标准修建的
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经河
南跨越黄河，进入山东省，东至
日照港，横贯晋豫鲁三省，全长
1267 公里，设计时速 120 公里。 晋豫鲁铁路西铁车二号隧道贯通前，工人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

传承兰陵文化

做好兰陵酒品质

苍山县更名兰陵县让兰陵美酒
实实在在受益。省人大代表、兰陵集
团董事长陈学荣认为，传承“兰陵”
文化，规范竞争应是前提。

“兰陵美酒多年以来一直享誉
全国，县名更改之后，这种历史文化
资源将得到更好的利用。”陈学荣
说，另一方面，“兰陵”作为县名也有
可能被用在各种品牌名称之中，这
无疑需要一个有序竞争的商业环
境。面对这种潜在的挑战，陈学荣认
为，要想将兰陵数千年的酒文化传
承好，首先要在酒的品质上做足文
章。 本报记者 张頔

苍苍山山县县昨昨正正式式更更名名为为兰兰陵陵县县
结婚证等长期有效证件不需更换，身份证等有效期内可继续使用

本报临沂1月21日讯(记者
高祥 通讯员 贾传龙 李

桂东) 21日上午，苍山县更名
为兰陵县揭牌仪式和新闻发布
会举行。在历经了8年的更名工
作后，苍山县正式更名为兰陵
县。据介绍，这是近四年来国内
首个更名的县。

自8年前正式启动以来，苍山
县更名兰陵县工作历经论证，
2013年12月27日，国务院予以批
准；2014年1月8日民政部同意并
批复苍山县更名为兰陵县。21日

起，苍山县完美谢幕，有着更久历
史的兰陵县重启新的征程。

兰陵作为古代名邑，自战
国后期楚国在此置兰陵邑，已
有2200多年的历史，是山东省
境内最早设立的县，被誉为“山
东第一县”。兰陵既是美酒之
都，又是文化名城，兰陵县委书
记郑连胜说，苍山更名兰陵后，
可以大大提升城市的知名度、
美誉度，为把兰陵打造成为鲁
南苏北地区重要的文化旅游胜
地提供了响亮的地域文化标

识。
苍山县名始于 1947 年 3

月，是为了纪念1933年7月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苍山暴动”，中共
鲁南区委决定设立苍山县。

《地名管理条例》第四条规
定：“全国范围内的县、市以上
名称，一个县、市内的乡镇名
称，一个乡镇内的村庄名称，不
应重名，并避免同音。”而苍山
县名与外地地名存在重名、同
音问题，最主要与云南省大理

“苍山”重名，后者是全国著名

的旅游景点。重名、同音问题经
常引起混淆，给社会交流交往
造成很大不便。

据介绍，在更名为兰陵县
后，该县居民原有的退休证、离
休证、结婚证、房产证、残疾人证
等长期有效证件不需更换。目前
正在使用的居民身份证、户口
簿、独生子女证、驾驶证等相关
证件在有效期内都可以继续使
用。如本人自愿，可持有效证件
更换新证，居民新申请的身份证
等证件则将启用新证。

“八项规定”之下，白酒消费紧
缩，品牌建设是提高鲁酒竞争力的
关键。省人大代表、国井集团董事局
主席赵纪文认为，鲁酒要想真正实
现振兴和崛起，必须在品牌再造上
做文章，品牌再造和提升势在必行。

他同时建议整合资源，形成整
体竞争实力。推进鲁酒企业间科研
开发的联合与合作，适时成立国家
级低度浓香酒和芝麻香酒研究中
心，积极参与国家和地方标准的制
订修订，加强鲁酒企业在全国市场
竞争中的话语权。本报记者 张頔

鲁酒崛起

要做品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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