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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本报济南4月17日讯（记者
戚云雷） 近日，济南中山公园的
旧书文化市场里出现了一处无人
值守售书区，300多本各类旧书每
本只卖5元，顾客选到满意的图书
后只需扫码支付即可取走。摊主
表示，无人售书刚运营半个多月，
每天能卖出十几本，未出现丢书
的情况。

4月16日下午，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记者来到市中区经三路上
的中山公园。旧书文化市场位于
公园的书香轩内，由于尚处于疫
情期间，只有部分书摊在营业。正
值工作日，来市场买书的市民只
有寥寥数人。

据了解，这处旧书文化市场
形成于2004年左右，经营物品包
括旧书、旧报纸、杂志、仿古钱币、
石雕、书法、磁带等，这里也成为
不少收藏爱好者的“淘宝之地”。

市场面积不大，在里面逛一
圈，记者很快在东北角找到了无
人售书区。售书区有两节铁皮柜
台，上面摆放了300多本各类旧图
书，既有文学类的，也有武侠类
的，但无论出版年限、内容和厚薄
如何，全部按照每本5元的价格出
售，摊位上贴着一张付款二维码。

“想买书的话自己看好，然后
扫码付款就行。”附近一摊主告诉
记者，这个无人售书区是市场的
第一家，大家都觉得很新鲜。

根据摊位上留的联系方式，
记者联系到无人售书区的摊主孟
先生。谈起设置无人售书摊的初
衷，孟先生表示，他觉得现在是信
息时代，互联网比较发达，支付也
很方便，为了能让市民更好地看
到书籍同时方便市民购买，他才
想到无人售书的形式。

据孟先生介绍，他从年前就
开始尝试无人售书了，但仅运营
了三天中山公园就因疫情防控需
要关闭了。前不久公园重新开放
后，旧书市场也于4月1日开门纳
客。也就是说，这个无人售书摊实
际上只运营了半个多月。

书摊无人值守，会不会有人
拿了书不给钱呢？孟先生说，他没
有这方面的担心，而事实也证明了
他的预测，运营这半个多月来没有
丢过一本书，买书的顾客都很自觉
地先付款后拿书，“生意还可以，
一天能卖个十本二十本的。”

挖掘机“水上漂”，边挖泥边“开船”
小清河复航工程现场“神器”云集，济南段6月底达到防汛条件

自去年底开工的小清河复航工程已于2月初复工，目前工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探访获悉，小清河复航工程济南段预计6月底达到防汛条件。按照工期，小清河复航工程将于2022
年竣工，届时济南将新添一条出海大通道。

小清河复航工程是我省重
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是我
省内河航道“一纵三横”总体布
局中的“一横”，具备海河联运的
水运资源条件，概算总投资
135 . 93亿元。因为投资巨大，省
交通厅通过招标确定多家单位
组成PPP项目联合体作为中标
单位，实施项目建设与运营。合
作期30年（建设期3年，运营期27
年）。

记者了解到，小清河复航工
程创造了山东省6个第一，省级
第一个PPP项目；全国内河航道
第一个PPP项目；是山东省水运
建设史上第一个一次性投资超
百亿的项目；第一个可实现海河
直通的水路交通项目；省航运史
上建设内容最多、技术最复杂、
创新最多的项目；全国设计最严
谨、运作最规范的PPP项目。

“提升小清河流域的生态质

量；提高小清河干流的防洪能
力；促进沿线相关产业 ,比如传
播、造船等产业的发展；改善交
通运输结构。就济南来说，小清
河复航为济南提供了一条出海
大通道，促进济南对外开放，济
南可以出海了。”提起小清河复
航的意义，省交通厅港航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

长期以来，我省内河水运发
展相对滞后。2019年山东省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山东将加快建设
世界一流海洋港口，建设疏港公
路、铁路、管道，完善海河、海公、
海铁等多式联运体系，推动成立
全省多式联运发展企业联盟。实
施小清河复航工程是我省大力推
动内河水运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重大举措。

据悉，小清河复航工程的工
期是三年，计划2022年全线实现
复航。

无人值守书摊

半月没丢一本书

葛头条链接 创造省内六个“第一”，2022年全线复航

▲船载挖掘机对操作者技术要求更高。

长臂挖掘机一天出土量在1000方左右。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刘飞跃

6月底河底挖宽至23米
主汛期结束后继续挖

经过早晨的电闪雷鸣，16日
下午济南晴空万里，气候宜人。
高新区临港街道朝阳村75岁的
陈大爷拿着马扎坐在小清河边，
看着河内的长臂挖掘机在挖泥。
陈大爷看到的长臂挖掘机在济
南并不多见。该处有两台挖掘
机，高约10米，分外显眼，鹅颈般
的挖机臂左右开工，从一米多深
的河水里将沉积已久的淤泥挖
出水面。

“长臂挖掘机的斗容在0 . 6
-0 . 8立方米之间，一台机器一
天出土量在1000方左右。这种长
臂挖掘机有78台，加上短臂挖掘
机总共有大约140台，每天能挖
7 . 5万方泥土。”施工方中铁二
十五局小清河复航项目书记王
自森介绍。

记者了解到，施工方准备了
渡船载挖、两栖挖机和长臂挖机
三种方案。根据实际情况选定最
佳方案，大面积进场施工。“这种
长臂挖掘机主要用于河道的疏
浚和开挖，在济南并不多见，这
些挖掘机来自江苏及我省的东
营。”王自森说。

在太平庄村西侧的工地内，
记者看到了更加奇特的挖掘机。
这台挖掘机是在一条渡船上，操
作手一边操控挖掘机挖土，一边
还要操控着下面的渡船，技术含
量不可谓不高。这样的挖掘机斗
容达到2方，每隔500米有一台。

据介绍，由于防洪需要，6月
30日前须完成航道底宽23米开
挖及一侧护岸结构施工。6月30
日后济南将进入主汛期，大约持

续到9月底，这三个月的时间，主
航道内的施工车辆要全部撤出。
这段时间需要进行桥梁及护坡
的施工，等主汛期结束后，再进
行主航道的施工。

169公里设4道闸口
保障航船正常运行

作为山东省的重点工程，2
月9日，小清河复航工程项目首
批复工，实现疫情防控和复工同
步推动。由中铁二十五局承建的
小清河复航工程一标段全长
29 . 34公里，其中济南段23 . 34
公里，滨州邹平段6公里。施工方

投入机械设备500余台，施工人
员600余人，全天进行航道开挖
工作。“我们分了10个工作面昼
夜连续施工，现在主要施工任务
为水下疏浚。目前已经完成便道
建设45公里，右岸便道已经全部
拉通，左岸便道正在加快修建。”
王自森说。

小清河复航工程途经济南、
淄博、滨州、东营、潍坊五市，是
省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集航运、防洪、生态、环保、旅游
等多重效益于一体。工程需要改
建船闸4座、桥梁39座。

济南段起点位于荷花路下
游200米处，终点为章丘邹平

界，新建维护基地与公共停泊
区 1处，各类航标、标牌等 6 5
座；改建桥梁8座、改建倒虹吸
2道。

小清河跨越多个地区，不同
河段的水位并不一样，如何保证
行船呢？王自森告诉记者，小清
河169公里设置4道船闸，因为千
吨级大船无法通过小船闸，所以
小船闸要进行改造。王自森说，
小清河船闸的原理跟三峡大坝
差不多。比如说，船舶从下游进
上游，先进入船闸内，然后把船
闸的入口封闭，再打开出口，这
样船闸内外水位相同，船舶就能
进入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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