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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城区维修、翻建17座桥梁，最后的三座即将完工

下下月月初初马马驿驿桥桥和和兴兴隆隆桥桥可可通通行行

本报济宁1月30日讯(记者

孙璇 通讯员 秦显朋)

备受市民关注的城区危桥改

造工程又有了新进展了。30
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从任城区市政工程部门了解

到，2月1日(本周四)，翻建中的

兴隆桥和马驿桥即将进行桥

梁板吊装。预计2月8日，这两

座桥将基本具备通行条件。届

时，市民途经马驿桥就不用绕

远路了。

当日上午11时，在兴隆桥

翻建现场，记者看到现场被围

挡隔着，地面上铺着防尘毡垫，

原来出现裂缝的拱桥已经被拆

除完毕，如今河面上空空的。

“这座兴隆桥建成于1987
年，结构形式为单孔混凝土拱

桥，之前因出现拱圈裂缝被列

入了翻建计划。”据任城区市

政工程管理处工作人员介绍，
2014年时，任城区市政工程工

程管理处委托黄河物探研究

院有限公司对任城区57座桥

进行了检测。按照桥梁各结构

部件的划分，对桥梁使用状况

进行现场检查和评分。检测结

果显示，马驿桥、兴隆桥、计委

宿舍府河桥3座桥梁，被评定

为E类桥梁，应进行大修加固

或改扩建工程。

“拱圈裂缝是石拱桥最常

见的病害，影响桥梁的安全性。”

该工作人员拿着一张兴隆桥拱

圈部位的照片告诉记者，这座31
岁的桥梁主拱圈拱顶有一处宽

约13米的横向裂缝，拱脚混凝土

上有1处蜂窝，破损较为严重。而

周边多为住宅区，枣店阁小区、

银姿小区等人流量较多，不利于

市民安全出行。

和兴隆桥一样，马驿桥在

岁月的侵蚀中，同样变得伤痕

累累。位于小府河之上的马驿

桥，结构形式为单孔简支梁

桥，建成年代不详。从旧照中，

记者看到马驿桥主梁和桥梁

板多处出现露筋，有的钢筋锈

迹斑斑。桥台风化破损较为严

重，有一处砌缝已经脱落。

“这三座桥梁正在翻建

中，2月1日，兴隆桥和马驿桥

将会对桥梁板进行吊装，吊装

完毕后，两座桥预计将于2月8
日基本具备通行条件。”任城

区市政工程管理处工作人员

介绍，考虑到计委宿舍府河桥

没有可绕行的道路，只能临时

搭建一个便道方便市民出行。

2017年，任城区对17座

桥梁进行维修或翻建，其中

14座旧桥换新颜，市民出行

心里更踏实。

30日上午10时许，记者

看到秦庄桥面上，新修建的

栏杆干净整洁，颜值飙升。

由于附近住宅区较多，且有

大型农贸市场，来往车辆川

流不息。“走上新修的桥，心

里踏实多了。”家住人防办

宿舍的苏女士说。

和秦庄桥一样，解放路

上的迎龙桥之前也进行了

维修。这座建成于2006年，

服役12年的桥梁只因有轻

微破损，桥孔和主拱圈有渗

水，桥面、栏杆和人行道都

很完整。市政工作人员对桥

梁渗水泛白的表层进行打

磨，并加以修复，加强日常

的保养。

除了上述的两座桥梁，

2017年，任城区对17座桥梁

进行维修或翻建。其中会通

桥、金鱼坑桥、望湖桥、秦庄

北桥、秦庄桥堰水闸桥、小

河西街北桥、太和桥、仙营

桥、环北桥、粉莲街桥等14

座桥梁完成了维修加固。

本报记者 孙璇 通

讯员 秦显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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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任城城区区这这1144座座桥桥梁梁

维维修修后后旧旧貌貌换换新新颜颜

兴隆桥桥面已被拆除。 本报记者 孙璇 摄

本报济宁1月30日讯(记者
汪泷 通讯员 乔伊菲)

“让文物活起来”第四届讲济
宁文物故事大赛，30日下午迎
来了决赛。来自各县市区文物
单位的一线文物工作者，用济
宁文物故事和精彩纷呈的才
艺展示，向观众们展示了济宁
文博人的风采。

下午2点，当济宁电视台
演播大厅的灯光缓缓暗下来
后，正中间的大屏幕上突然
展示出了一条蔚为壮观辽阔
的大河。而这条大河，就是多
少代济宁人赖以为生、为之
骄傲的京杭大运河。原来，第
一个上场的，便是来自汶上
县宝相寺景区的王晓福。从
小听着老辈人反复讲了无数
遍的南旺分水龙王庙的历史
和传说，让她在这次决赛中
带来了《白英与南旺分水枢
纽》的故事。

在把水利专家白英与
南旺分水枢纽的历史典故
娓娓道来之后，来自嘉祥县
的高天则带来了《汉文化，
民族文化的脊梁》。他围绕
嘉祥县武氏祠等文物遗迹
中的汉画像石，一一讲述了
上面所刻画的历史故事。

除了这几名选手外，来
自太白楼纪念馆的王萌、市
博物馆的吴程程、邹城市的
王艳璐等选手，带来的均是
他们工作地所流传下来的
文物故事。其中诸如嘉祥汉
画像石上的历史故事、声远

楼的来历等，都是平日里鲜
少为人所知的。

经过自主选题演讲环
节之后，第二轮的才艺展示
也令人眼前一亮。与过去许
多才艺展示多集中在唱歌、
朗诵等形式所不同，几名选
手都精心编演了历史舞台
剧《孟子不敢去妻》、《清平
调》、《大明宫词》等。华丽的
汉服、精致的家具，还有不
少千古名句，让现场仿佛穿
越回到历史的长河中一般，
令现场观众实实在在的感
受到了济宁文物历史的魅
力。

“让文物活起来”第四届讲济宁文物故事大赛落幕

““活活起起来来””的的文文物物故故事事更更精精彩彩

此次大赛由中共济宁市委
宣传部、济宁市文物局、共青团
济宁市委联合主办。与前三届
相比，本届大赛自最初启动，主
办方便挖空心思想要以更多
样、更丰富的形式来讲好济宁
的文物故事。

“央视的《国家宝藏》开播
后，我们被深深地震撼到了。”
济宁市文物局局长丁海燕告诉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在组

织本次比赛的过程中，市文物
局鼓励各参赛选手积极借鉴

《国家宝藏》的模式，用穿越到
千百年前历史场景中去的形
式，把文物故事讲出来，让文物
以更新颖的形式活起来。

丁海燕表示，虽然文物故事
大赛时至今日已举办了四届，但
选手们参赛所讲的故事都不重
复。尤其在复赛、决赛两轮比赛
中，选手们所讲的许多故事几乎

都是老百姓们闻所未闻的历史故
事。在组织讲演内容时，也都与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家风
家训等时代主题进行了融合。

“为了让济宁文物故事被
更多人所熟知，此次决赛不仅
将在电视台播放，还首次采用
了网络直播的模式。”丁海燕
说，市民们可以在网上重复收
看，起到了“讲好中国故事”的
作用。 本报记者 汪泷

借借鉴鉴《国国家家宝宝藏藏》讲讲好好济济宁宁文文物物故故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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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们精彩的才艺
表演。 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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