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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姜言明 刘培俊

骑自行车被誉为低碳环保、绿色健康的出
行方式，一直受到政府倡导。但近日不少泰城
市民向记者反映，自行车坏了却难觅自行车修
理点。

修自行车找了俩小时

“坐公交车回家50分钟，骑自行车只用20
分钟，修车却找了俩小时。”在长城路一家公
司上班、家住金山东巷的刘先生一直坚持骑自
行车上班。5月18日下午，刘先生回家途中，
自行车的链条断了，他却不知道去哪儿修。刘
先生推着自行车走了好几个小区，并没找到修
自行车的地方。无奈之下，刘先生只好推着车
子回家。第二天上午，他用了两个小时，才在
南湖南门附近找到一个自行车修理点。

后来，细心的刘先生发现，找不到自行车
修理点的现象很普遍，他身边不少朋友也有过
同样的遭遇。市民张蕾说，以前她会骑自行车
带孙女上街上逛逛，有时候在路上遇上扎胎等
突发情况，很长时间才能找到自行车修理点。

“不知道哪儿有修自行车的，确实很少见
了。”9月20日上午，记者在泰城实地找寻自
行车修理点时，随机询问了几个路人，均得到
这样的回复。直到记者在泰城兜了一圈才发
现，偌大的泰城只有7个自行车修理点，而且
都是在较大人流的社区内部设置的流动地摊式
摊点，没有固定的店面。

相比之下，电动车维修店倒是不少，但大
都以没修理自行车的专用工具和设备为由，婉
拒了记者修理自行车的请求。

修理铺利润薄、租金高

一两个打气筒、一把太阳伞、几个马扎、
一辆三轮车和一些简易的修理工具，几乎是自
行车修理点的“标准”装备。

“现如今，流行的代步工具是电动车和小
汽车，骑自行车的人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了。”
修自行车已经有近20个年头的杨老先生，在离
家较近的泰山大街某社区里面设了个自行车修
理点，他告诉记者，一天没几个修自行车的，
生意很惨淡。

说起原因，杨老先生称，骑自行车的人群
主要集中于老年人和学生，而学生大都购买的

是品牌山地自行车。“给学生修自行车，也就
能接些补补胎、打打气的小活儿。要是换零件
或者大修，他们一般去专卖店。”杨老先生告
诉记者。

“自行车修理费用低，利润薄，商铺租金
高是自行车修理铺消失的主要原因。”现年40
岁的张庆东在科山路上开了家摩托车修理铺，
而之前他已经修了将近10年的自行车。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绝大多数人骑自行
车，那时候的活儿从早忙到晚，有时活儿多的
时候，还得找助手帮忙。”张庆东说，那时候
月赚一千多元，好的时候能到两千元。虽然月
收入跟现在相比差不到哪儿去，但二三十年的
物价变化不可同日而语。

“自行车修理费用太低了，忙活一整天也
就赚个几十块钱。”在南湖南门附近，正忙着
修理自行车的朱师傅告诉记者，补一次胎3
元，打一次气1元，而这些价格跟七八年前一
样。为了生计，除了修自行车，朱师傅不得不

附带着配钥匙、销售自行车配件等业务，有时
也兼干些电动车补胎、打气等活儿。有时，为
了照顾回头客，顾客打气、换小零件都是免费
的。

利薄、租金贵影响到了自行车修理师傅们
的积极性。导致数十年前的自行车修理店都关
门歇业了，也有的改修电动车了。当记者谈及
自行车维修点难找的问题时，朱师傅笑笑说：
“其实许多电动车维修店也能修自行车，维修
原理相通，只不过利润太低，维修店觉得不划
算。”

便民修车点还需因势利导

“其实，自行车数量锐减和自行车修理点
减少是一个互相作用的关系。市民要钟爱于自
行车，需要固定的自行车修理点解决后顾之
忧。自行车修理点要生存则需要一个合理的租
金，保证收益。”泰安美利达自行车俱乐部的

自行车爱好者王凯说，泰城除了数千名自行车
发烧友，还有数千名骑自行车上下学的学生群
体。加上其他群体，泰城的自行车保有量将在
两万辆左右。

“与汽车、电动车相比，自行车所占比例
的确很少，但现有的自行车足够维持几个正规
的自行车维修点运营。”王凯告诉记者，需要
相关部门因势利导，破解自行车修理点违规占
用道路的问题，还要统一规划，不破坏城市面
貌，更要方便市民，增强市民自行车低碳出行
的积极性。

“自行车加公交车”的低碳绿色出行方
式，既可有效缓解交通拥堵、停车位不足、环
境污染等问题，又能有效解决公交出行最后一
公里问题。自行车修理点的合理规划将有助于
营造绿色、低碳的出行环境。

高租金、低收益让城区难觅自行车修理点

绿色出行遭遇“掉链子”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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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涛 通讯员 于洋 报道
本报泰安讯 5月18日，泰安市公安交警支

队就进一步改进机动车号牌管理工作专门召开新
闻发布会，现场发布包括改进选号方式在内的四
项“新政”。“新政”于5月22日正式实施，届
时不少车主将从中受益。

随着机动车数量的快速增长，群众对吉祥号
牌的渴望与有限的号段资源矛盾突出。自2013年
投放JxxxxG号段以来，泰安已有两年多未投放
新号段，而在此期间全市机动车数量却增长了6
万余辆。加之原有的机选选号与自编选号两种方
式失衡，群众求“变”呼声日益强烈。

据此，泰安市公安交警支队从维护群众利益
出发，主动而为，进一步改进机动车号牌管理工
作。将现有自编选号为主改变为机选与自编并
重。此次改进，在号段投放安排方式上，充分结
合了自编与机选两种选号方式的优点，对关注度
高的号段，使用机选选号方式；而对于关注度相
对低的一般资源，使用自编选号方式。值得注意
的是新老号段所有带数字4的号牌全部投放至自
编选号，供群众自由选取。

同时将机动车选号由30选1升级为50选1，选
号时间由原来的5分钟延长至7分钟。

“新政”将于5月22日正式实施，届时广大
车主朋友可到全市15处车管服务窗口办理选号业
务。

机动车号牌

管理出“新政”

□记者 刘培俊
通讯员 魏述青 韩长清 报道
本报泰安讯 5月18日，记者从泰安市规划

局了解到，由该局组织建设的“城市地下管线信
息系统”目前已建成。该管线管理信息系统运行
后，工作人员可依据系统数据，进行管线工程的
数据校核，短时间内即可确定规划管线与现状管
线是否符合技术规范，通过系统可以查询事故管
线周边信息，为作出正确处理提供科学依据。此
举完善了“数字泰安”建设内容，将为管线规划
建设管理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

据悉，泰安市针对过去城市地下管线管理中
的有关问题，组织开展市区地下管线普查，普查
范围覆盖市区110平方公里内红线宽度6米以上的
城市道路，普查管线总长度达2212公里。同时，
泰安市委托有关单位研发具有扩充地形图数据和
管线图数据、提供网络监控等功能的地下管线信
息管理系统，将城市地下管线各种不可见信息资
源进行融合，实现城市管线的数字化、动态化、
现代化管理，提高城市管线的综合应用能力，促
进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管理。

2212公里地下管线

有了数字档案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王书顶 报道
本报泰安讯 5月15日上午，记者从泰安市

公安经侦支队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获悉，去年以
来，泰安共立经济犯罪案件853起，破案458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610名，移诉案件365起。其中在
“猎狐2014”境外追逃等专项行动中，成功抓回
2名境外逃犯。

经济犯罪严重影响社会稳定，随着社会发
展，新型网络经济犯罪凸显。去年，泰安公安先
后开展了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传销犯罪、发
票违法犯罪、假币犯罪以及“猎狐2014”等专项
行动。

其中在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取得了明显成
效，去年共侦办非法集资犯罪31起，其中P2P网
络非法集资案5起，借壳农民合作社，涉嫌非法
集资案件立案7起。

“猎狐2014”泰安

抓回2名境外逃犯

□记者 刘培俊
通讯员 刘兆林 马鑫 报道
本报泰安讯 5月18日，不少到泰安市政务

服务中心市房管局窗口办事儿的市民发现，该窗
口已不再审批住房保障资格、房屋安全鉴定事
项。租赁住房补贴也下放至区级房管部门，保障
家庭可就近领取租房补贴。另外，一级房地产估
价机构资质初审等32项原权力事项精简调整为服
务事项。近日来，泰安市房管局积极转变职能，
精简下放权力35项，在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上力求实效。

自2014年5月起，泰安市房管局深入落实中
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治
省、依法治市的决策部署，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和推进行政权力清单制度为抓手，先后开展了行
政审批事项和行政权力清单的梳理制定，坚持
“审批事项最少、速度最快、收费最低、服务最
优”的目标，最大限度地减少审批事项、精简权
力事项、下放基层民生事项，着力构建“法治房
管执法为民、服务房管便民惠民”新常态。根据
泰安市政府最新公布审批事项目录清单和行政权
力清单，泰安市房管局共保留审批事项4项；公
布行政权力事项89项；取消行政审批2项、下放
区级房管部门权力1项、精简权力32项，房产管
理审批权力事项精简下放比率达28%。

“下一步，泰安市房管局将着力在行政权力
精简、下放上下功夫，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依法工
作标准化和强化监管上来，管理方式从注重事前
审批向注重事中、事后监管转变。”泰安市房管
局负责同志告诉记者。

打通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

□记者 刘培俊 报道
▲5月19日，朱师傅正在修理自行车。

□ 本报记者 姜言明 曹儒峰
本报通讯员 苏本善

车出东平县城一路向西，沿东平湖畔半小
时的功夫，记者来到此次采访的目的地——— 东
平湖王家炖鱼。

始创于元朝初年

在东平县大安山旅游码头，远远就看见写
着 “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王家炖
鱼宴”红漆字样的大牌坊。走进院内，映入眼
帘的便是一个石雕鲤鱼。

王家炖鱼的第七代传承人王绪军热情的接
待了我们，刚坐下，他便迫不及待地向我们
“炫耀”起了“王家炖鱼”的“光辉岁月”。

王家炖鱼始创于元朝初年。明朝时，由于
古运河改道，使东平湖畔的安山镇成为运河沿
岸重要的码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当地
渔民经常将捕捞到的活鱼放入锅中炖煮，其鱼
肉嫩味鲜，逐渐成为客商们赞不绝口的菜
肴。”王绪军说。

随着制作手艺的成熟，王氏家族就把大安
山炖鱼作为谋生手段，并逐渐发展成为独具特
色的王家炖鱼，成为流经东平州安山古镇大运
河上南来北往的达官贵人和客商喜欢的一道名
菜。

王家炖鱼真正的鼎盛时期在清朝康熙年
间。王绪军告诉记者，“当年，乾隆皇帝下江
南曾两度经过东平湖，见湖光秀美，便令随从
人等从安山码头下龙舟，驻扎在东平州。当时
安山王家渔民献上清炖全鳞大鲤鱼，供乾隆皇
帝品尝，皇帝吃后赞不绝口，即令地方官定期
送入皇宫供御宴使用。”

王绪军自幼随父母生活在东平湖畔大安山
镇，从小就受到家庭做鱼传统的影响。作为东
平湖大安山王家炖鱼的主要传承人，为了把这
项古老的传统名吃发扬光大，王绪军在完整地
保持东平湖大安山王家炖鱼传统做法的基础
上，又广泛吸收了黄河流域、运河两岸的大炖
鱼做法，形成了如今独具特色的东平湖大安山
王家炖鱼。

王家炖鱼宴 三天不吃饭

走进王家炖鱼宴饭店的厨房，王绪军的妻
子宋玉梅正在池边杀鱼。她拿起一条长约80厘
米、重10多斤的鲤鱼，按放在案板上，用刀背
猛敲几下鱼头。然后熟练地除腮、除内脏、入
味切割、冲洗鱼身，然后放在盆里准备下锅。

此时，特制炖鱼炉灶上的铁锅已经““咕
噜噜””地响个不停。宋玉梅打开大锅盖，一
大锅泛着水花的炖鱼汤展现在眼前，香味也扑
鼻而来。

宋玉梅抓着鱼尾处切割的十字花将鱼放在
锅中，然后将锅盖盖在汤里，压住鱼身，防止
鱼在锅里来回翻滚。

王家炖鱼的铁锅和一般的铁锅不同，铁锅
长约1米，呈半圆柱形。“原本是用普通的圆
形大铁锅，但有时炖煮的鱼很大，锅里通常放
不下，不容易盛放。为了保持鱼的完整性，就
改制了铁锅。”宋玉梅说。

炖鱼不放油只是王家炖鱼的特色之一。只
除内脏，鳞、骨、肉同食是王家炖鱼的另一大
特色。据了解，王家炖鱼的汤中调配了各种配
料和祖传秘方，用急火炖15-20分钟后，就可
以出锅。出锅后的炖鱼表皮呈深红褐色，掀开
表皮，鱼肉呈雪白色。

记者夹起一块鱼肉来品尝，感觉鱼肉很
嫩，咀嚼起来很有弹性，鱼的表皮还有些酥
脆。而且，鱼鳞和鱼刺竟然都能嚼烂，吃后回
味无穷。

“除了清炖全鳞大鲤鱼外，清炖荷叶鱼、

扣碗鱼、炖糟鱼也独具特色，这些统一构成了
东平湖大安山王家炖鱼宴。民间有‘王家炖鱼
宴，三天不吃饭’的传说。”王绪军说。

抢救与保护已刻不容缓

“霜刀截断玉腴芳，暖储银缸酿粉浆。锦
尾带赭传内品，金盘堆雪喜初尝。解程未减黄
柑美，隽味能欺柴蟹香。一筋魇余承醉卧，梦
横沧海听鸣榔。”这是元代诗人王恽的诗集
《秋涧集》中关于咏糟鱼（炖鱼的一种）的
诗。

东平湖大安山王家炖鱼系东平湖安山炖鱼
的嫡脉流传。其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据专家
考证，在《梼杌闲评》中就有关于明代东平湖
安山炖鱼的记载，在明代蒋作锦《东原考古
录》中也有记载。”王绪军说。

王家炖鱼主要是以家传一代一代传承下
来。根据普查，自清康熙年间至今，大安山王
家炖鱼已经传承七代。然而历史的久远不能抵
挡现实的冲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社会进入经济
转型期。农村人员大量外出务工，当时王家炖
鱼几乎被人遗忘。”王绪军说。

随着近年来东平县旅游产业的发展，王家
炖鱼逐渐复兴。“去年‘五一’当天，我们就
接待了一百多桌客人。”宋玉梅说。

但是，谈起王家炖鱼的发扬光大，王绪军
仍心事重重。“儿子常年在外，对于传承这项
文化没有兴趣。我也是奔着六十去的人了，不
可能长期做这项事业。而且现在只有我一人在
经营王家炖鱼，发扬和传承这项古老传统的手
工技艺已刻不容缓。”王绪军说。

始创于元朝初年 鼎盛于清康熙年间

乾隆赞不绝口的“王家炖鱼”
◆王家炖鱼始创于元朝初年。明朝时，由于古运河改道，使东平湖畔的安山镇

成为运河沿岸重要的码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当地渔民经常将捕捞到的活鱼

放入锅中炖煮，其肉嫩味鲜，逐渐成为客商们赞不绝口的菜肴。”

随着制作手艺的成熟，王氏家族就把大安山炖鱼作为谋生手段，并逐渐发展成

为独具特色的王家炖鱼，成为流经东平州安山古镇大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达官贵人和

客商喜欢的一道名菜。

□记者 郑莉
通讯员 刘潇 李伟 报道
5月12日，泰安市暨岱岳区首

届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在岱
岳区职教中心举行。记者了解
到，该活动是为贯彻落实国务
院、教育部、省教育厅关于“举
办2015年职业教育活动周”的要
求举行的。今后“职业教育活动
周”将于每年5月第2周举行，首
届主题是“支撑中国制造 成就
出彩人生”。图为岱岳区职教中
心汽车美容专业的学生在展示车
身改色技能。

首届职业教育

活动周启动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于洋 报道
本报泰安讯 2015“美利达—禧玛诺杯”

全国自行车泰山挑战赛将于5月24日（星期
天）在泰安举行，约千名选手参加比赛。为保
证比赛顺利进行，当日交警将对部分路段实行
交通管制。

根据比赛进程，交警将在5月24日8：00至
15：00分不同时段，对比赛线路中的天平湖路
（特种大队西门口以北至东岳大街Y形路口，
中心隔离护栏或中心黄实线以西的半幅道
路）、环湖西路的各路口实行全封闭管制，禁
止车辆通行。天平湖路（中心隔离护栏或中心
黄实线以东的半幅道路）由南向北行驶的车辆
正常通行；东岳大街西段（104国道）从济南
方向由西而来准备向南拐弯、从泰山学院方向
由东而来准备向南拐弯的车辆，禁止进入天平
湖路，请绕行东岳大街西段、货场路、长城
路、泰山大街。届时，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交
通管制规定。

■相关链接

自行车挑战赛当日

实行交通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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