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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推广

卡在哪儿？
近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受到社会

的关注，政府部门也不断出台利好政策
推动其发展。但记者调查发现，新能源
汽车在泰安真正推广应用，还有很长一
段路要走，售价高、充电设施不足等成
为目前主要的制约因素。

碧霞元君：

寄托民间国泰民安梦

碧霞元君是中国历史上影响力最大
的女神之一，如今，碧霞元君圣诞祭拜纳
含在以东岳庙会为主的泰山庙会群中，成
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泰山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11月4日，泰山学院泰山研究
院副院长周郢做客“泰山大讲堂”，将碧霞
元君的民间信仰习俗娓娓道来。

□ 本报记者 姜言明 王佳声
见习记者 姜 斌

推进济泰城际铁路建设

在省会城市群经济圈中，7座城市各有所
长，各具特色。泰安市按面积居第5位，人口
数量居第3位，从生产总值、财政收入、社会
消费品零售额、服务业增加值等主要经济指标
看，位次都比较靠前。特别是泰安距省会济南
核心层最近，区位优越，资源较为丰富，科教
优势突出，产业特色明显，这为泰安在对接融
入中有所作为提供了良好基础和先决条件。

泰安市发改委副主任姚志贤表示，在发展
功能定位上，泰安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扬长
避短，错位发展，努力在培育特色、打造优
势、转型升级上走出新路子，在一体化发展上
获得先机，在多赢格局中求得更大发展。

基础设施一体化是泰安市融入“一圈一
带”、实现联动发展的重要保障。

记者了解到，泰安市已主动对接济南、聊
城、莱芜等市，共同争取国家和省资金、项目
和政策，加快推进泰安至济南城际铁路和快速
通道、G104京福线界首至满庄段改建工程、泰
聊铁路、青兰高速泰聊段及京杭运河泰安港建
设，实现泰安与济南的公交对接直达。

在此基础上，泰安市利用交通区位优势打
造现代物流业“泰山”品牌。新加坡泺亨、中
国诚通等近30个物流项目正在建设。目前，全
市各类物流企业达1800余家，建成物流园区6
个，力争到2017年全市重点培植的10大物流园

区全部投入使用。

旅游文化资源是最大优势

“泰安是个旅游城市，在融入‘一圈一
带’的建设中，充分发挥好旅游文化方面的资
源优势至关重要。”姚志贤介绍说，泰安市一
直在搞好旅游文化商品开发、加强旅游文化设
施建设、促进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等方面下功
夫，加快建设国内外知名旅游目的地。

在推进旅游与文化的融合发展方面，泰安
市相继建成并投入运营了方特欢乐世界、泰山
封禅大典实景演出、泰山温泉城、天乐城水世
界、太阳部落、刘老根大舞台等一批精品旅游
和文化产业项目。

泰安市发改委规划科科长杨小君说：“以
前泰安旅游‘山热城冷’、‘昼热夜冷’、
‘夏热冬冷’，通过这两年旅游与文化的融合
发展，大大改变了这一局面，实现了由泰山半
日游向城市二日游、三日游的转变。”

力求资源共享产业互补

“建设省会城市群经济圈，必须联动发
展、融合发展、一体化发展，从而形成综合实
力强大的区域经济板块，努力实现产业互补、
合作共赢。”姚志贤说。

在推进优势产业一体化方面，泰安市重点
发挥特种车及汽车零部件、输变电设备、无机
非金属材料、装备制造产业的生产研发优势，
主动与济南等市大企业、大集团对接，联合开
发新产品，做大产业规模。

农业方面，泰安市在“一圈一带”建设中
的定位是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建成都市圈特别是省会城市的高品质
农副产品生产供应基地。为此，泰安市实施了
14大产业振兴规划，突出有机蔬菜、奶业富
民、苗木花卉三大亮点，着力打造泰山茶、泰
山螭霖鱼、泰山苗木、泰山中药等优势特色农
产品品牌。

作为一座旅游城市，泰安市在生态环境方
面具有先天优势。主动对接周边城市，加强环
境联合监管，强化环境同治，推动建立跨界河
流水质水量目标考核与补偿办法，共同实施跨
界河流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加大对水土流
失、破损山体的修复与保护力度。

助推两县成隆起带增长极

西部经济隆起带规划涉及宁阳和东平两个
县，东平县还进入了中原经济区规划。“一
带”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将宁阳县、东平县建
成转型升级和经济文化融合发展高地。泰安市
从产业发展、财税、金融、用地、人才、项目
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深化改革等
方面给予16项政策措施，支持宁阳、东平两县
加快发展、率先崛起。

宁阳县发改局副局长杜敏远表示，宁阳县
将抢抓与泰城南部新城对接的机遇，实现同城
化发展。积极争取省、市交通部门的支持，努
力将贯穿宁阳东西的高速公路列入省新一轮路
网规划，尽快改变宁阳县城偏离主干道的现
状。

“纳入‘一圈一带’和中原经济区，东平
成为泰安唯一、全省少有的同时叠加国家、省
级三大发展战略的县。”东平县发改局副局长
孙允剑介绍说，为了实现“跨域化”理念，东
平将加强与中原经济区、济南、泰安、菏泽、
聊城等市的对接，积极融入水浒文化、黄河文
化、运河文化，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强化区位
优势，主动对接济南、濮阳、聊城、济宁，构
筑“一小时生活圈”；同时，结合南水北调东
线工程实施和京杭大运河复航，加快京杭运河
泰安港建设，把泰安港打造成为中原经济区及
其周边各地南联长江的重要水陆交通枢纽。

按照规划，宁阳、东平两县将以生物高技
术产业基地、优质粮食生产基地、文化旅游基
地和高效生态经济基地建设为重点，谋划县域
发展，剑指西部经济隆起带的中心突起增长
极。

□ 本 报 记 者 王佳声
见 习 记 者 曹儒峰
本报通讯员 王国栋

传统古建筑面积占一半

“金苍邱，银夏谢，赶不上常庄后山
坡。”这句在东平县接山镇常庄流传了很久
的谚语经常被当地人念叨。意思是说，苍邱
和夏谢这两个接山镇的村庄，因田地肥沃、
村民富裕而被赋予“金银村庄”的称号，但
是和常庄一比，就逊色了，可见常庄曾经在
接山镇人眼中的富庶。

明朝初期，常氏家族自山西洪洞县迁到
现在的常庄建村，以姓氏命名为常庄。常庄
村域面积10 . 2平方公里，占地面积1404亩，
现有人口4426人，由于人口较多，该自然村
划分为三个自然行政村。常姓后，关、李、
毛三姓在此居住，后来颜、赵两姓迁来，现
以颜、赵两姓为主。

常庄坐落于金马山南面，古民居以梯形
依山势而建，向东西方向延伸。村落三面有
护城河与古寨墙环绕，如今依昔可见。常庄
现存传统建筑共30户500余间，传统古建筑占
村庄建筑总面积的比例为50%，基本保存了
清代中晚期的建筑风格，堪称“鲁西第一民
居群”。

这其中，建筑最早、最有文化价值的当
属复圣庙。创建于明朝早期的复圣庙又称
“颜氏祠”、“颜氏庙”，是常庄颜氏家族
祭祀先祖颜回、商议本族要事的地方。记者
看到，复圣庙以金马山的青石为基、用青砖
修葺，房顶以楠木和灰瓦打造而成，顶脊砖
雕四条龙，代表了其建筑规格之高，房檐配
以精美图案，墙体深厚，冬暖夏凉。门殿厦
柱上刻楹联“视听音动杏坛间天心独见，虞
夏商周随苍内五道维新”。

如今，复圣庙早已没有当年的雄姿，只
剩下3间年久失修的正殿和前院。“文革时
期，四五个红卫兵就把复圣庙砸坏了，后来
也一直没有人进行修复。”常庄颜氏后代颜
廷树惋惜地说。

“说起复圣庙，这里面还有一个‘钦差
拜庙’的典故。”接山镇文化站站长尹燕飞
向记者娓娓道来。明朝后期，东平有一知
府，听说常庄南门为皇亲规格的八字门，即
认为有反意，命人勘实上书皇上，皇上即命
钦差巡查结案。钦差来到常庄探听此事，有
一老者向钦差说道：“常庄虽修八字门，原
有圣人庄中存。”钦差忙问缘由，方知常庄
有复圣庙，即步行至常庄，三拜九叩至庙瞻
仰。后来，文官至此下轿、武官到这下马。

鲁西建筑风格的古民居

除了复圣庙，在常庄的北部还分布着常
庄寨、颜氏大街南院和北院老宅、大圈门、窟
窿门、保险楼、72胡同等明清时期的具有鲁西
建筑风格的古民居。其中保护村人的常庄寨、
八路军115师罗荣桓和陈光居住过的大圈门
和窟窿门、存放钱财的保险楼等特色鲜明，保
存较好。

乡人为抵御敌人入侵、保护生命财产安
全所建的保护工事常庄寨，据传是清乾隆年
间修建。寨墙高20米，周长约4800米，全是石料
建造而成。“据记载，常庄寨东、南、西三面各
有一个大寨门，东西两边，各有一个小便门，

方便出入。庄东西南三面，都有护城河，深五
米，宽十米，水从东北进，西北出。五门都有人
把守，早开，晚关。北面马山也被圈在寨墙内。
站在马山山顶眺望四周，一览无余。如有军
情，能退能守，是理想的屯兵之地。”尹燕飞介
绍说。

位于常庄中心的大圈门，因其大门高大
成圈而得名。明末建筑尽是青砖灰瓦，三进三
出的大院子，有两层的小楼，有宽敞的厅房。
特别是这座厅房，画栋雕梁，摆设典雅庄重，
古色古香。院子临街的四周，都是平房，上面
设防，易守难攻。

位于常庄东北角的窟窿门，大门高深，像
个黑暗的洞口。北靠马山，宅子是大户家的，
院大墙高。临街是一排平房，宽大明亮，东面
平房是个书房，质朴幽静。1939年3月，八路军
东进支队开进山东，司令部办公室就设在常
庄，115师首长罗荣桓、陈光就在此工作过。

位于常庄西南部的保险楼，是清末民国
初大户颜景航家的宅院，面积十余亩，房屋数
十间。村人因这座石楼以存放钱财为主，坚固
安全，故以“保险楼”命名。

常庄三村党支部书记赵衍海告诉记者：
“当时为了收集到上好的石材，颜景航向乡人
许诺，每块青石一块现大洋。村人争先上山采
石。因为石料齐整，垒墙石缝都不用石灰填
补。墙的四周留有碗口大的枪眼，楼下还暗置
了地洞，楼上也垒起了枪垛口，以保护颜景航
家的钱财。”

定位传统文化乡村保护区

据统计，常庄现存寨墙2处，古寨河、石
桥、排水涵洞12处（个、座），古井12处，汉代古
墓、古石碑35处（座）。其中，6处被确立为省级
文物保护对象，6处被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确
立为不可移动文物。

明朝建设的排水涵洞贯穿整个村庄，良
好的排水系统，形成东北水西北流的独特地
理现象，常庄人至今受惠。

除了传统古建筑，常庄还保留了许多非
物质文化遗产，如“吃喝碗”，秧歌舞等。

令人遗憾的是，早期由于文物保护意识
淡薄，部分村民在新建住房时对古民居进行
了拆除，同时，村民乔迁新居使得古建筑长期
无人居住和管理，造成房屋损坏。后期，村民
意识到了古建筑的价值，却苦于没有工艺进
行修补，并且，古民居所有权掌握在村民手
中，村集体想统一修缮，也没有话语权。

近年来，接山镇加大了对常庄古民居的
保护力度，修缮了宋代席桥、接驾石牌坊等古
建筑。2013年，常庄古民居建筑被确立为省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接山镇党委书记靳庆新表示，此次常庄
成功申请为省级传统文化村落是一个契机，
可以进一步加强古民居、祠堂碑刻石刻、桥梁
等文物古迹的保护，使常庄成为泰安西部的
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融自然环境与人文环
境为一体的传统文化乡村保护区。

充分挖掘特色 扶持项目132个

泰安74亿元注入“一圈一带”
◆在省政府发布的《省会城市群经济圈发展规划》和《西部经济隆起带发展规划》中，

泰安市整体纳入省会城市群经济圈，宁阳县、东平县纳入西部经济隆起带。一年来，泰安市

委、市政府充分挖掘特色优势，科学确定发展定位，及时出台配套政策，不断提升泰安在

“一圈一带”中的发展水平。截至目前，全市共有74亿元资金注入“一圈一带”，其中，安

排省“一圈一带”专项资金3 . 75亿元，扶持项目132个，带动各类社会投资70 . 25亿元。

■探访省级传统村落③

传统古建筑面积占村庄建筑总面积的一半

常庄：清代民俗建筑“博物馆”

◆常庄坐落于东平县接山镇金马

山南面，古民居以梯形依山势而建，

向东西方向延伸。常庄现存传统建筑

共30户500余间，基本保存了清代中

晚期的建筑风格。据统计，常庄现存

寨墙2处，古寨河、石桥、排水涵洞

12处（个、座），古井12处，汉代古

墓、古石碑35处（座）。其中，6处

被确立为省级文物保护对象，6处被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确立为不可移动

文物。

▲建于清末的保险楼，为常庄大户存放钱财之所，至今保存较为完整。
□王佳声 曹儒峰 报道

□记者 姜言明 见习记者 刘培俊 报道
本报泰安讯 清理行政权力事项，形成行政

权力清理自查报告；制定投资负面清单目录，促
进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2015年一季度，62个部
门公布权力清单。近日，泰安市印发《关于推行
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通知》，推进政府职能转
变，强化权力运作制约监督。

所谓推行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即按照“法无
授权不可为”的原则，对现有行政权力进行全面
梳理，逐条逐项分类登记，列出权力清单，以廓
清政府机关行使公权力、干预私权力的边界，约
束行政权力在法定范围内行使，防止滥用或变相
行使审批权，建构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规律和现代
法治发展要求的政企、政社、政民关系，从而保
障公民权利，建设法治政府。

纳入清理范围的行政权力事项，主要指行政
机关或单位依法实施的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
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的具体行政行为，包括行
政审批、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
给付、行政裁决、行政确认、行政奖励、行政监
督及其他行政权力等10类。

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将通过取消、转移、冻
结、下放行政权力，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微观
事务的管理。结合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各类行
政权力事项进行全面清理，凡市场机制能有效调
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最大限度向市场、
社会、基层放权。

泰安市提出，全市各部门、单位将从进一步
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的角度
出发，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
研究提出投资负面清单目录，内容包括：法律、
法规、规章规定禁止和限制企业（社会组织、个
人）投资经营项目；国务院、国务院各部门、
省、市规范性文件规定禁止和限制企业（社会组
织、个人）投资项目；行政机关及具有行政执法
权的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禁止和限制企业（社会
组织、个人）投资项目。

泰安市纳入清单范围的部门（单位）共62
家，包括市、县（市）、区政府工作部门、列入
党委工作机构序列但依法承担行政职能的部门、
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和其他行使行政权力的
单位。

泰安市政府成立市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泰安市编办，负责行政
权力事项审核确认工作。时间安排上，2014年12
月底前完成审核确认工作，2015年一季度公布权
力清单。公布的主要内容包括行政权力名称、实
施主体、事实依据、收费（征收）依据和标准、
办事流程、办理期限、监督电话等。

为固化行政权力行使程序，加强权力运行监
督，泰安市将整合现有电子政务资源，建设行政
权力项目库，行政权力运作平台、政务公开平
台、法制监督平台、电子监察平台“一库四平
台”。2015年6月底前，按照新的行政权力清单
和流程图运行行政权力，将权力清单全部纳入行
政权力“一库四平台”管理。并结合上网运作、
廉政风险防控的需要优化内部流程，通过网上政
务大厅提供便民服务。同时，结合权力制约监督
和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强化对行政不作为、乱作
为的问责，加快实现政府管理方式从注重事前审
批向注重事中、事后监管转变。

62个部门纳入

行政权力清理范围

泰安明年一季度晒出权力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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