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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见 习 记 者 刘培俊
本报通讯员 赵为民

提供方便快捷投诉渠道

“东湖路西门有两个商贩，把大门都堵
了。”网友“青春起点”在便民服务QQ平台留言并
附上一张图为证。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答复：“您
好，我们马上去现场看一下。”5分钟后，执法人员
就将治理后的场景照片发到QQ群里面。“青春起
点”评论说“问题解决得好快，超赞”。

“过去，市民若发现有占道经营现象，欲投
诉找不到门路，只能等到执法人员发现后才能
清理。”泰安市城管局岱庙执法所所长王向华告

诉记者，设立便民服务QQ平台后，市民使用电
脑、手机等移动终端，拍张照片发个信息，或拍
段视频，就能提交投诉信息，方便快捷。

执法人员收到投诉后20分钟内就能赶到现
场，处理结果直接通过手机拍摄图片反馈给投
诉人。“24小时在线，答复要干脆直接，问题解决
要快。对于一些历史遗留难以解决的问题，要直
视问题，不回避，诚恳答复。”泰安市城管局副局
长冯利说，便民服务平台建立后实现了市民、经
营业户与执法人员之间快捷、低成本沟通。

“处理情况QQ平台全部公开，供大家监督。”
冯利说，网上“晒工作”一方面把执法人员的工
作内容和工作效果摆在市民面前，把执法运行
置于公众视线之下，便于市民监督，另一方面还
能成为促进干部振作精神、踏实工作的重要外

部动力。

政务公开一目了然

“我想在宝良加油站附近一厂房上挂个广
告牌，如何办理手续？”网友“青春舞动”问道。

“您好，需要到户外广告办办理相关手续。您可
以先登录泰安户外广告网下载相关表格，填好
并盖章后再到广告办登记即可。”工作人员在后
面附上了市广告办的官方网址。

一天后，“青春舞动”留言：“太感谢你们了。
过去设个门头广告要跑好多天，现在有了QQ平
台，便知道该走哪些程序，需要哪些材料，而且
还能下载所要审批的制式表格，一天时间就办
好了。”

泰安市城管局在便民服务QQ平台主网页以
日志的形式编制“政务公开”版块。类似于户外
广告的审批、户外宣传活动的审批等市民比较
关心的信息，通过QQ平台进行公开发布，并实时
更新，让市民和经营商户一目了然。另外，户外
宣传活动，哪家有手续，哪家没有审批，QQ平台
全部显示，为大家互相监督提供参考。

城管部门工作人员说：“以前一有新政策新
措施，来咨询的人多得让我们忙不过来，现在创
建了QQ平台，编辑成QQ日志，发送到QQ空间，
市民就能第一时间看到通知。市民若有疑问，通
过网上沟通解决，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市民也
不会为办理手续来回奔波了。”

随时在线的法律顾问

南湖公园广场每天晚上都活跃着一支舞蹈
队。随着舞蹈队阵容的不断壮大，队长李女士也
把音响的音量调高不少。队友尹先生告诉她：

“太吵了，按照环境噪声最高限值，夜间广场舞
音响的音量要控制。”在尹先生的劝说下，李女
士把音量调低了不少。周围居民得知此事后，纷
纷夸赞尹先生做得对，尹先生则鼓励大家加入
便民服务QQ平台。“上面有很多法律法规，多学
习，避免犯错误。”尹先生说。

为了提高市民及商户的法律意识，泰安市
城管局利用便民服务QQ平台，设置“法律法规”
栏目。此外，将印有QQ号码、微信二维码及法律
援助电话的名片进行发放，便于市民法律求助。

市民林先生想在泰城开一家早餐馆，等他
租下店面后，却为不知道该跑哪些手续发了愁。
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通过QQ发了一条咨询信
息。城管局工作人员看到留言后，立即将《无照
经营查处取缔办法》和营业执照等办理文件用
word文档形式传给了林先生。林先生了解相关
法规政策后，及时办理了相关手续，依法维护了
自身权益。

□ 本 报 记 者 王佳声
见 习 记 者 郑 莉
本报通讯员 马玉飞

身份众说纷纭

碧霞元君坐镇泰山，民间又称泰山娘娘、
泰山老奶奶、泰山老母、万山奶奶等，是以普
度众生、舍己为人闻名于世的保护女神。周郢介
绍说，关于碧霞元君身份的传说有十几种，其中
影响力较大的有四种。

一是岳帝侍女说。相传宋真宗到泰山祭拜，
洗手时发现水池里有一个石人头浮在水面上，就
让人把它取了出来，建设小庙将其安奉，后封为
碧霞元君。据明人陆采之《览胜纪谈》记载：“相传
汉时圣帝座下有石，琢金童玉女二。至唐而金童
泐尽，玉女沦没于池。”宋真宗发现的正是这座曾
是汉代圣帝座下侍女的玉雕，发现该玉雕的水池
被命名为玉女池。

二是岳帝之女说。晋代张华《博物志》云：“文
王梦一妇人当道而哭，曰：‘我东岳泰山女欲东
归，不敢以暴风过也。’明日，文王召太公归，果有
骤雨疾风，或云元君即泰山女。”该记载通过文王
梦境成真，说明碧霞元君是岳帝之女。

三是王母侍女说。根据宋人李谔《重修王母
瑶池记》的记载，黄帝建岱岳观时，曾经预先派遣
七位女子，云冠羽衣，前往泰山以迎西昆真人。这
就是广为人知的“七仙女下凡”，而碧霞元君就是
其中一位修道成仙者。

四是石氏民女说。与前三种说法不同，该说
法认为碧霞元君原是一位民间女子。据《玉女卷》
记载：碧霞元君前身姓石名玉叶，生于汉明帝时，
非常聪慧，3岁就懂得人间道理，7岁闻听道法有
所感悟，14岁进泰山黄花洞修炼，后终成仙升天，

遗留下的肉体就埋葬在碧霞元君墓。

神职不断扩大

“自从宋真宗在泰山玉女池边立起了女神的
玉像，泰山祭拜的历史就改变了。”周郢说，人们
之前到泰山都是朝拜泰山主神东岳大帝，但从那
之后就转向祭祀这位女神了，于是在岱顶就有了
碧霞祠。

碧霞祠始建于宋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
年），整组建筑巍峨严整、气势恢宏、白云缭绕、金
碧辉煌，宛若天上宫阙。碧霞祠以山门为界，分内
外两院，内院正殿供奉碧霞元君铜像，铜瓦覆顶，
东西配殿铁瓦覆盖，是一组高山建筑中的杰作。
泰山一年进山游客几百万人，凡到山顶必拜碧霞
元君，或进香许愿、虔诚叩首，或慷慨解囊、施舍
钱钞，香客人数几乎占总游客人数的一半。

是何原因使碧霞元君赢得这么多信众？周郢
表示，随着承载的民间夙愿越来越多，这位女神
的神职不断扩大。

碧霞元君信仰源起于宋（时称天仙玉女，元
君之号起于明初），最早出现其文学形象的作品
是北宋王山的自叙体小说《盈盈传》，书中写道：

“年可二十四五，玉冠黄帔，衣绛绡曳地。长眸眣
容，多发而不妆。”该书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最早
进入人们视野的是碧霞元君一位爱情女神或者
婚姻女神，而且年龄为二十四五岁，是一个青春
女性。

“当人们有了爱情、婚姻之后，就开始希望有
爱情的结晶，就继续向女神祈祷。慢慢地这位女
神神职就扩大了，成为了为天下妈妈送子、保佑
她们顺利生产的送子娘娘。”周郢说，后来送子娘
娘送子还有了专门的仪式——— 拴娃娃，各地的元
君庙都会在案前放很多泥娃娃，求子的人要用红
绳拴住泥娃娃的脖子，恭恭敬敬地抱回家，当有
家中有了小宝宝，再把泥娃娃披红挂绿送回庙
中，这成了延续几百年的风俗。

在家中有了孩子后，人们又来向女神祈祷，
希望孩子顺利长大、功成名就，愿望越来越多，到
了明代，女神的职能渐渐扩大到了整个家庭，从
送子娘娘演变成了护家女神。

“常言道国泰民安，一个家庭的昌盛离不开
国家的兴盛，人们后来又开始向女神祈祷国家的
太平、天下的稳定，渐渐地这位女神的神职更加
提升了，从保护一个家族的女神变成了护国的女
神。”周郢引经据典说，在明朝的宗教宝卷上就描

写了碧霞元君镇服海口、平定倭寇进犯的传说故
事，明嘉靖年间《重修（浚县）碧霞元君行宫记》记
载，明朝皇帝给了她“普济护国庇民碧霞元君”的
封号。

从民间信仰升级皇家祭典

到了明朝，碧霞元君的民间信仰达到了一个
高峰，更迭至清朝则上升为皇家祭典。据《康熙起
居注》记载，康熙23年皇帝登顶泰山，亲自到碧霞
祠拈香叩拜，并为碧霞祠留下了“坤元叶德”的匾
额，意为碧霞元君辅佐岳帝、造福百姓。雍正皇帝
曾写过两首七律，称赞碧霞元君赐福人间、协助
王朝、治理天下。

乾隆皇帝热情更高。史料记载，乾隆皇帝十
次到泰安，六次登泰山，每次都到碧霞祠。自乾隆
24年以后，乾隆皇帝每年4月下诏书命令其御前
侍卫，代表皇帝到碧霞祠中祭拜，成为国家礼制
被固定下来。

根据石氏民女说，农历四月十八日被认定为
泰山女神圣诞日，乾隆皇帝就把这一天选定为每
年祭拜碧霞元君的日子。他为了保证自己烧当日
第一柱香，就下达了封山的法令，所以该祭拜被
称为封山大典，从1759年到1910年辛亥革命爆
发，一共持续了151年。

为了避开皇家举行的封山大典，民间就把祭
拜、香会改到了农历三月十五日。这个民俗现象
一直延续到了现代，每逢农历三月十五日，泰山
上人山人海、香烛连云。

周郢表示，碧霞元君肩负的神职体现出了丰
富的人文关怀，是“登泰山、保平安”的泰山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祭拜碧霞元君表达了民众祈祷
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美好愿望。

只要手机能上网，就可随时随地投诉举报、了解政策———

便民QQ群搭建城管服务新平台

◆在泰安，只要手机能上网，就可以

随时随地举报私搭乱建乱摆摊，还能了解

政策，提意见，办手续。自今年4月泰安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岱庙执法所设立便

民服务QQ平台获得市民认可后，进入11

月，便民服务QQ平台开始在全市推广。

作为“登泰山、保平安”泰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碧霞元君：寄托民间国泰民安梦
◆泰山神信仰习俗历史悠久，历史上有多位皇帝对泰山神进行过加封。碧霞元君是中国

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女神之一，尤其是宋元以来，她在民间的影响已经大大超过了泰山主神

东岳大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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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山岩岩，鲁邦所瞻。泰安是国
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境内的泰山是世
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同时，泰安是
华夏文明的东部发祥地、东夷海岱文
明的源头区和儒家文化的承载区。几
千年的历史文化沉淀不仅孕育出了
一系列具有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而且成为泰安市“建设经
济文化强市、打造国际旅游名城”战
略目标的基础，有效推动了泰安文化
的传播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泰
安新闻》自本期起推出《岱宗文化茶
座》栏目，带您一起在泰安探寻文化
宝藏，畅聊文化渊源，领略文化魅力，
品味文化精粹，敬请关注。

开栏的话

□刘培俊
报道

城管执法
人员向记者展示
方便市民扫描的
QQ服务平台二
维码。

□见习记者 刘涛 报道
本报泰安讯 记者从泰安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车管所了解到，从11月份开始泰安驾驶员考
试自助预约系统正式投入使用，科目一、二、
三（安全文明常识无需自主预约）均可以自主
预约考试，预约需要提前3天。

车管所网站每月20日（如遇周六则提前一
日，如遇周日则拖后一日）公布下月的考试计
划，并在自主预约系统上根据驾校的考试计划
安排考试批次，市民可随时关注。为了方便组
织考试，采取的预约模式为每个驾校按照其教
练车数量和考试合格率，安排相应数量的考试
计划。

□刘涛 徐国涛 报道
本报泰安讯 自11月6日泰安市公安局开

展社会治安“百日会战”以来，已破获各类案
件33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99名，端掉各类
违法犯罪窝点14个，检查各类场所3586家，查
处25家，其中责令停业整顿14家、取缔11家，
有力打击了“黄赌毒”等违法犯罪行为。

11月11日，泰安特巡警支队、泰安市公安
局泰山区分局联合行动，在泰城某小区打掉一
卖淫窝点，抓获5名嫌疑人，岱岳区分局在某
大市场一门头房内查获一处赌博性质游戏厅，
抓获嫌疑人15名，查扣具有赌博性质游戏机8
台。

11月14日至15日，泰安公安在全市范围内
组织开展了“利剑一号”集中统一行动。共出
动警力2000余人，检查娱乐场所2529家，抓获
违法犯罪嫌疑人22名。其中，11月14日晚，泰
山区分局民警在火车站附近将涉嫌寻衅滋事、
抢劫等犯罪的外地逃犯胡某抓获。

□见习记者 郑莉 通讯员 张宾 报道
本报泰安讯 11月10日，“中国梦·泰山

情”文艺下基层巡回演出在泰安市新泰天宝镇
大东庄村开演。自7月1日“中国梦·泰山情”
文艺下基层活动开展以来，泰安市广电艺术团
已经下乡演出50多场，接下来将继续走进东平
县、宁阳县、岱岳区等地演出，至11月底结
束。

据介绍，本次活动的范围为泰安市6个县
市区（肥城、新泰、东平、宁阳、岱岳区、泰
山区）的乡镇贫困村，表演形式为基层群众喜
闻乐见的歌舞、曲艺、小品、戏曲选段演唱
等，主要节目内容包括有舞蹈《百花争艳》、
小品《橫子和愣子》、泰安新文化元素符号歌
曲联唱（肥城看桃花、家在宁阳、走进岱岳、
水浒天风、山水新泰、国泰民安）、豫剧《穆
桂英、花木兰》选段等，并在转场期间随时更
换节目。

□见习记者 郑莉
通讯员 古强 王瑜 李国彤 报道

本报泰安讯 11月6日至30日，“2014山东
省会城市群特产交流会”在济南市举办，第十
二届山东省旅游商品创新设计大赛作品展同时
举行。泰安市作为“山东省会城市群旅游联
盟”城市之一，在6日至11日主题周期间，展
示了泰“泰山印象”、“桃趣”、“缠枝莲纹
葫芦”等在历届中国旅游商品大赛中获得金奖
的作品。

除了获奖的旅游商品，泰安市还展出了泰
山玉、泰山茶、肥城桃木、泰山汉麻等“泰安
四宝”，泰山煎饼、驴油火烧、宁阳不老枣、
核桃油、十字绣、泰山蚕丝制品等地道美食特
产，具有浓郁的泰安地方特色和深厚的泰山文
化内涵，吸引了不少泉城市民的目光。

警方查处25家

黄赌毒场所

驾考时间

可自主预约

文艺下基层

演出50余场

泰安特产走俏展会

从11月8日开始至2015年初，泰山医学院
骑行协会开展单车骑行活动。活动主要以泰安
市各大高校在校师生为对象，以泰安市各大高
校、旅游景点等适合单车骑行的地方为骑行地
点。泰医骑行协会希望通过此次活动来达到弘
扬绿色低碳生活、时尚健身出行理念的目的。

单车骑行 健康低碳

□杜宝萱 报道

□刘培俊 赵为民
侯飞 报道

“这才出去一个多
月 ， 没 想 到 环 境 大 变
样。”11月16日，刚从外
地赶回来的市民杜女士，
看到泰山火车站周边环境
的变化欣喜不已。

这是近日泰安市对泰
山火车站周边“整容”带来
的明显效果。经过此次整
治，泰山火车站周边的各
种餐饮大排档、摊点、铁屋
棚厦、木屋、售货亭（车）等
占道经营场所被清理。此
外，还规范东岳大街、龙潭
路沿街商铺158家，清理橱
窗乱贴乱画，收缴各类落
地广告灯箱、牌匾，清理占
道或占用公共空地堆放的
各类杂物。

泰山火车站

周边“整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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