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张春晓 实习生 张 放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日前从省人社厅获悉，2014年三季

度末，山东外出务工劳动力就业人数达到1019万人，比上
年同期增加24万人，同比增长2 . 4%；人均月收入2958元，
同比增长12 . 2%，增速同比下降1 . 5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外出务工人员文化素质有所提升，年轻人
比重略有下降。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农村外出劳动力高中
及以上文化程度占32 . 6%，同比提高2 . 6个百分点；初中文
化程度占58 . 5%；而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仅占8 . 9%。从年
龄分布来看，外出务工人员平均年龄为35岁，其中30-60
岁年龄段占52 . 6%；16-29岁的占45 . 5%。

从收入结构上看，外出劳动力平均月收入继续呈现结
构性上涨，月收入2000元以下占10 . 4%，同比下降4 . 2个百
分点；2000-3000元占35 . 7%，下降4 . 4个百分点；3000元及
以上占53 . 9%，提高8 . 6个百分点。

从地区收入差异看，收入差距逐渐缩小。省外务工劳
动力月收入3522元，省内务工劳动力月收入2853元，二者
相差669元，比上季度缩小50元。在直辖市、省会城市就
业人员收入最高，达3241元，比在地级市务工高206元，
比在县级市高出434元，比上季度分别缩小61元和53元。

□ 责任编辑 张鸣雁 廉卫东

□记者 宋弢 张晓帆 通讯员 李 政 报道
本报青岛讯 日前，全长约8 . 77公里、总投资10亿元

的青岛有轨电车示范线项目总线完工，本月底将空载试运
行，运行三个月将正式运行。作为我省首条有轨电车示范
线项目，这是青岛市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和打造国家低
碳综合交通体系的重要内容。

据了解，该电车全线在城阳区运行，沿途共设立12处
站点，最高运行时速可达70公里，连接了青荣城际铁路、
城阳火车站、城市中心区等重点区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青岛市有轨电车全部实现了本地
化生产。今年2月，首辆有轨电车在南车青岛四方机车车
辆股份有限公司下线，车辆采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驱动技
术，并首次采用铰接转向架技术。车辆还设有智能网络控
制、视频监控、紧急报警等系统，为全低地板设计，可最
大限度保证车辆的运营安全。

有轨电车在城阳率先开通，与城阳区动车产业的迅速
聚集壮大密不可分。近年来，位于城阳区的棘洪滩街道以
“全国最大的高速列车产业化基地”为依托，已成为全国
轨道交通产业最密集地区。目前，这里聚集了南车股份、
庞巴迪、南车有限等高速列车龙头企业和80余家配套企
业，年产值过400亿元，全国在线运营的近七成动车组都
从这里驶出。

青岛开通我省首条
有轨电车线路
电车全部“青岛造”

山东外出务工劳动力

月收入近3000元
三季度末就业人数达1019万

44年年奋奋战、371 . 9亿元投资，结束了烟台威海难进难出的历史

1小时交通圈今起让同城工作生活变成现实

青荣城铁串起“青烟威”

□记者 房贤刚 通讯员 王玉建 报道
12月18日，一列试验列车驶过青荣城际铁路威海双岛湾大桥。

12月28日，山东省内首条城际铁
路——— 青荣城际铁路通车运营，胶东
半岛将实现“一小时生活圈”，这对
我省经济格局和人们生活都将产生重
大影响。

大众报业集团今天隆重推出“大
路融城”融媒体大型报道，通过大众
日报、大众网、山东手机报、山东24
小时新闻客户端等多个载体、多种形
式进行报道，权威解读青荣城铁开通
的背景和深远影响，带您“尝鲜”城
铁首发列车和沿线各站的风采。

大众报业集团

推出融媒体

大型报道

□记 者 吴荣欣 刘 珅
通讯员 胡 凯 刘毅华 报道

本报荣成12月27日讯 青荣城际铁路即
墨至荣成段将于12月28日开通运行，青岛、
烟台、威海三市以城铁相连的“青荣城”时
代由此开启。

全省人民特别是胶东人民对青荣城际铁
路的开通期盼已久。“在荣成站等待试运行
动车时，前方说动车到文登了，感觉话刚刚
说完，就看见动车进站了，城铁就是这么
快！”威海市市长张惠，在试运行阶段已经
感受到城铁速度带来的震撼。

青荣城际铁路贯穿青岛、烟台、威海三
市17个区市，正线全长301公里，沿线设14个
客运车站，设计时速250公里，总投资371 . 9
亿元，由原铁道部和山东省政府以7:3比例投
资建设，由山东铁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代表

省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青荣城际铁路是我
省第一条区域性新建城际高速铁路，也是迄
今为止省内投资最大、建设标准最高的单体
铁路建设项目，是山东真正铁路东西贯通的
一个标志。

青荣城际铁路2010年10月开工建设，
2014年8月25日完成正线铺轨，10月1日开始
联调联试，11月28日进入试运行阶段。12月
28日起，将开行济南—荣成D6071/D6072次等
11对动车组列车，济南至烟台、威海的铁路
运行时间将由7小时、8小时左右缩短至3小
时、4小时左右；待明年青岛方向施工完成
后，青岛方向也将开行动车。

“难进难出”一直是制约烟台、威海经
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特别是2008年以
来，中国的高铁名片越来越响亮，烟台、威
海两市却没有享受到高铁发展成果，进出两

市多年来都是“叮叮当当一夜”。而今，青
荣城际铁路以其高速度、大运力，打通山东
半岛东北部地区的交通“瓶颈”。借势青荣
城际铁路，烟台、威海将从“沿海边区”变
成“门户城市”，成为对接辽宁半岛、日韩
国家的“桥头堡”，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和东北亚地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济南铁路局党委书记陆海霞表示，青荣
城际铁路将成为促进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
展的“黄金走廊”，直接改写胶东地区的
“经济版图”。这条铁路的建成通车，大大
拉近了青岛、烟台、威海、荣成城市群间的
时空距离，形成以青岛为中心的“1小时交
通圈”，公交化出行的“同城生活”大幕渐
次拉开。此外，随着后期青岛方向的开通，
胶东半岛区域内交通体系将日臻完善，

（下转第二版）

□ 本 报 记 者 董 卿
本报通讯员 徐 健 李维江

12月27日，站在龙潭沟水库69米高的大
坝上，日照市委常委、五莲县委书记马强有
些激动：“‘腰斩龙潭水，拉直潮白河，高
峡出平湖’，建国后14任县委书记对五莲群
众的承诺，今天终于兑现了。‘老于潮’可
以放心了。”

5年前，刚上任的马强去探望离休多年
的老书记于潮，年过八旬的“老于潮”扯着
嗓子冲他吼：“把龙潭沟水库打起来！到五
莲当书记，你干好这一件事就行。”

“他老人家这话，让我心头一震。”马
强说：“对，‘老于潮’。五莲的群众都这
么称呼他。不叫于书记，就叫‘老于潮’。
这么叫，群众觉着亲。”

龙潭沟位于五莲县九仙山北麓，流域内
山势陡峭，是潮白河的主源头。山洪爆发
时，潮白河像条狂龙，沿山涧蜿蜒而下，肆
意妄行。县志记载：“1914年9月8日，天降
大雨，河水泛滥。潮河村495户人家的1528间
房屋全部坍塌，1230亩土地全部淹没，颗粒
无收，当年逃荒到东北的就有251户。”

在龙潭沟建坝蓄水调洪，让潮白河下游
79个行政村的7万余群众一盼就是多少年。
“群众的心事，就是我们工作的方向。这是
五莲县委的老传统。你看，1950年，加固河
堤；1951年，筑堤疏导；3年后，又加固疏
浚……最震撼的是1975年冬天，‘老于潮’
带着3万多民工奋战龙潭沟，治河建坝，一
干就是两年多。”马强说。

尽管已过去37年，但龙潭沟水库大坝北
侧山坡的梯田石堰上，当年街头公社水利技
术员刘加明蘸着石灰水写了整整7天的大字
标语“愚公移山 改造中国”依然清晰可
见，执拗地见证着“老于潮”们的壮志豪
情。“那场大会战，虽说拉直了潮白河，可
大坝却中途下马，是技术和资金出了问
题。”已经退休的刘加明记忆犹新。

“主要是坝底地质结构太复杂。南侧山
体形成于16亿年前，北侧山体形成于6亿年
前，通俗点说，就是坝底岩石南硬北软，当
时的技术水平，无法解决由此带来的坝基渗
漏问题。这道难题，我们这次交给了葛洲坝
集团公司，他们搞了个碾压混凝土重力坝，
一下子就解决了。”干过多年水利局长的县
政协副主席陈加宏告诉记者。

2008年4月，水利部批复将龙潭沟水库补
列全国“十一五”中型水库工程建设规划，
然而，两亿多元的工程概算，却让财政穷县
五莲“英雄气短”。

“缺钱，我们就自己先干起来。”这是
时任县委班子的回应。围绕龙潭沟水库立
项、开工的各项筹备工作，五莲片刻未停。

2011年春，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马强听
说了中国烟草总公司要在全国资助建设10个
大型水利项目的消息。当晚，项目组成员就
分头赶往北京和济南……12个专题报告，15
次评审，几乎都是一次性通过，9个月之
后，五莲夙愿得偿。

“这个日子怎么会忘呢？应该是12月的
13号，中烟公司同意补贴龙潭沟水库建设资

金1 . 739亿元。9天后，总投资2 . 6868亿元的龙
潭沟水库开工。”马强如数家珍。

“白鹭湾这件作品，肯定拿全球设计大
奖。”美国SWA集团首席设计师大卫·伯克
森主创的白鹭湾文化创意中心项目，就坐落
在民国初年被洪水肆虐的潮河村旁。

大坝落成，不仅让龙潭沟“高峡出平
湖”，变身秀美的江北小三峡，潮白河流域
也成了蒲苇摇曳、鸟语啁啾的省级湿地公
园。白鹭湾文化创意中心投资人徐群德说：
“已经有白鹭、燕鸥、天鹅、红脚鹬等30多
种鸟类栖息这里，成了白鹭湾生态的‘活指
标’。看到有这么好的生态环境，多位世界
顶级设计师争着参与我们的项目。”

站在黄崖川村西头，一眼就能看到高高
矗立的龙潭沟水库大坝。进出水库的公路北
侧，一排排白墙灰瓦的两层楼房拔地而起，
村民很快就要喜迁新居。村支书刘祥彩告诉
记者：“为了建龙潭沟水库，马书记天天往
这边跑，也数不清到底有多少回了。乡亲们
都说，要好好谢谢马书记。”

“别谢我，要谢就谢‘老于潮’们。我
们，都要谢他们。”马强笑着回答。

在龙潭沟建坝蓄水调洪，潮白河下游7万余群众一盼就是多少年，这也是建国后14任五莲

县委书记对他们的承诺———

龙潭沟情结

扫描二维码
看更多相关报道

 特刊T1-T16版

大众日报记者
今天将在多地进行连线直播

大型网络专题：奔跑吧，胶东
http://www.dzwww.com/2014/qrtl/

□新华社发

京津迎来丹江水
北京市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正式通水。12月27日，

参加通水仪式的嘉宾在观看开闸放水。

□记者 王洪涛 通讯员 田宝宗 报道
本报沂水讯 12月25日，在沂水县泉庄镇尹家峪村，

李小五农家乐老板李金华在网上忙着发布信息，他说，以
往每年也就接待不到200名游客，自从今年在网上发布信
息后，到现在已经有五六百人了。

李金华的改变，得益于沂水县“光纤户户通”工程。
今年5月底，中国联通公司沂水分公司投资3000余万元，
启动了光网建设项目，沂水县县城城区及全县1040个村庄
全部实现了光缆入村入户，这也是全省首个实现光网全覆
盖的县。“用户网速全部达到10M，比电话线上网提升5
倍。”沂水县联通公司总经理傅建方说。

光网的全覆盖还促进了沂水“智慧城市”的建设。沂
水县构建了平安沂水全县村居视频联网系统，全县1040个
村庄的视频监控都与当地派出所监控平台相连接，实现了
视频监控的实时传输。

沂水1040个村全部实现
光纤入村入户

成全省首个光网全覆盖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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