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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付玉婷

“7053次列车要取消了！”最近一段
时间，这样一条消息在驴友微信圈里炸开
了锅，从评论看，不舍、遗憾之情溢于言
表。记者向济南铁路局咨询得知，7053次
列车并非取消，而是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封
闭改造，9月15日之后，它将以全新面貌再
次出现。

究竟是怎样一趟列车具有如此这般让
人“牵肠挂肚”的魅力？6月10日，记者带
着疑问踏上了探访之旅。

省内最后一辆绿皮小火车

才从动车上下来，再踏上这辆只有五
节车厢的绿皮小火车，还真让人有点不适
应。头顶上呜呜旋转着的绿色小风扇，为
防止旅客向窗外掷物而钉上的带孔塑料
板、明显被缝补过好多次的灰色皮质座
椅……都昭示着这趟列车的“与众不同”。

在这车上已跑了三四年的乘务员潘正
民告诉记者，7053次列车是山东境内乃至
整个国家铁路系统最后一辆正统的绿皮小
火车，也是济南铁路局的最后一趟普慢列
车——— 从泰山至淄博，全程183公里，共运
行5个半小时。

潘正民喜欢把这趟车叫作旅游观光
车：“你看啊，源迁那有开元溶洞、涌泉
村，口头那有马山战役遗址，莱芜东有大
峡谷……”这天下午4点10分左右，火车停
靠在源迁站时上来十几个穿着冲锋衣、拿
着登山杆的背包客，T恤上的字样显示他
们来自淄博一家户外俱乐部。据潘正民
说，周末和节假日这样的乘客特别多，车
厢里连个座儿都没有，这主要是因为，
7053次列车总共要停靠25个站点，除了乡
镇，大点的村子也停，恰好满足这一群体
看见景色不错的地方就希望能下车探访的
需要。

记者了解到，6月25日起，7053次列车
作为济南铁路局最后一趟普慢列车将迎来
电气化改造，改造后，车站和车站间将采
用自动系统控制，牵引也将由目前的内燃
机车改为电力机车。“整条线路将更安
全、环保。”泰山站客运主任贾慧表示，
虽然到某些站点的票价甚至连一张蓝色车
票两元钱的工本费都赶不上，但因为这趟
车同时承担着沿线上百名铁路员工的通勤
功能，目前来看不会取消。

从庄户列车到火车迷的俱乐部

每到一个站点，都会有位头发白了不
少的乘务员在车厢里来回走着报站。“其
实就算不报，大多数人也知道什么时候
下。”记者邻座上一位带着一家三口出行
的中年男子边给路过的乘务员递去一块西
瓜，边说道：“这趟车上，太多熟悉面孔
啦。”

“不仅是通勤车，还是‘庄户列
车’。”济南铁路局淄博车务段的工作人
员刘建新对7053次列车的历史十分熟悉，
据他介绍，这趟车所行驶的临泰线建于上
世纪七十年代，是山东最早的隧道铁路

线，当时是出于战备需要才有了这条线；后
来，线路服务的主要群体逐渐发生了变化。

“低廉的票价、直接就在家门口开设
的站台，给沿线村民带来了极大便利。”
刘建新回忆说，曾经，山民们提着农具，
赶着猪、鸭上车是十分常见的景象，因此
7053次列车才有了“庄户列车”的称号；
改革开放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驴
友这样的“新常客”加入进来。“可以
说，这是一条相当有历史感、时代感、接
地气的列车，是老百姓自己的列车。”刘
建新说。

听说列车不会取消，当初向记者提供
线索的张念文松了口气，而当听到列车甚
至也不会提速的消息，他更是说了声“太

好了！”“我得找个周末再去体验一回这
趟慢悠悠的小火车。”。而探访当天，记
者遇到了一位同他一样对于这种火车有特
殊感情的高中毕业生娄皓宁。

“高考完只休息了一天就来了，小时
候父母带我坐过，专门再来体验一下。”
娄皓宁说，中学课本有篇文章叫《哦，香
雪》，讲述每天只停留一分钟的火车给山
村生活带来的波澜，当时老师也推荐了这
趟火车，在那之后，不少同学都来体验
过，还有不少变成了和他一样的火车迷。

省内尚缺小火车旅游线路

娄皓宁告诉记者，他老家所在的淄博
市淄川区昆仑镇以前有条通往西河镇煤矿
的矿用专线铁路，是距离临泰铁路很近的
张博铁路的支线。小时候，爷爷常带他去
车站看火车，还会在一趟趟停放的火车间
穿来穿去。“后来煤矿废弃了，支线也被
拆掉，再也看不见当时那种热闹的场
景。”娄皓宁说，像7053次列车所行驶的
这种单轨铁路现在也已经是撤的撤，转红
的转红（指变成空调车），想要找回过去
的感觉，似乎就只能来这里。

“虽说设备老旧，看上去仿佛和时代
脱节，但坐起来却挺舒服。”女儿在泰安
实习的淄博齐鲁石化员工孙军这段时间常
需要在两地间奔波，她对这趟车也积累下
了特殊感情。“即便夏天也不热，尤其是
钻山洞的时候。”孙军介绍说，自己专门
数过山洞，一共有21个，此外，这趟列车
还会经过好几座大桥，确实是一趟沿途景
观十分丰富的小火车。

记者了解到，在我国的台湾地区、日
本以及瑞士等不少地方都存在小火车唱
“主角”的旅游线路，而国内目前最经典
的要数云南的窄轨火车，虽然设备简陋且
运行速度缓慢，但也恰恰是因为这种“怀
旧”气息才得以保留至今，成为许多游客
的“心头好”。

“山东目前还没有这种旅游产品。”
山东旅游规划设计院院长陈国忠告诉记
者，人们对于小火车的留恋，其实是因为
这种“慢”同“美好”之间，在某种程度
上被画上了等号。因为老家人修过这条铁
路的关系，现在从事了旅游这行的他也一
直想着能将这条线路包装成山东首条小火
车旅游线路——— “要是取消的话，真的就
太可惜了。”

□记者 刘 英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省旅游局获悉，对

齐长城旅游的系统开发已从6月正式启动，
今年将逐一完成规划编制、重点产品开发和
徒步大会活动，山东将以探寻“世界最古老
的长城”之名，向游客发出“到山东、登长
城、读齐鲁、做好汉”的邀请。

齐长城是世界文化遗产——— 长城的扩展

项目，始建于春秋齐桓公时期，从初建到完
工历时400年，比万里长城早490余年，比欧
洲人修建的雅典壁垒早200多年，是世界长
城历史的原点，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超大型
线性防御设施，西起黄河东畔的济南市长清
区，东到黄海之滨的青岛市黄岛区，蜿蜒逶
迤济南、泰安、莱芜、淄博、潍坊、临沂、
日照、青岛8个城市及其所辖18个县区，全
长618 . 9公里，被称为千里齐长城。

2008年底，省文物局正式启动齐长城资
源调查工作，2012年2月顺利通过国家验
收，保护规划和专项方案的编制工作随即启
动。在此基础上，省旅游局提出对齐长城旅
游进行系统开发，拟在文物部门规划保护红
线以外的区域，系统规划和开发齐长城旅游

项目。
6月9日至13日，省旅游局组织齐长城沿

线7个文化旅游景区负责人，先后到山海
关、绥中、八达岭、嘉峪关等地学习当地对
长城保护和沿线旅游开发经验。座谈期间，
中国长城学会常务副会长董耀会表示，齐长
城是齐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重大的
学术研究价值、艺术审美价值和旅游开发价
值。他说，保护齐长城，宣传齐长城，仅靠专家
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要让社会大众对齐长城
有所了解，才能调动起大家爱护长城的热情。

省政协常委、提案办主任于冲说，开发
齐长城旅游是一项系统工程，前期的产品研
发、互动活动可以在启动阶段创造瞬时轰
动，但长期发展要靠科学规划，山东可以将

北京、河北、辽宁等地保护开发长城旅游的
好做法、好经验学以致用，在齐长城旅游开
发中少走弯路，多做创新。

省旅游局局长于风贵表示，今后一个时
期，省旅游局将争取国家文物局以及中国长
城学会、长城保护基金管理委员会等国家相
关部门和组织的支持，加快推进齐长城旅游
开发。目前，省旅游局已经联合7个齐长城
重要关口景区以“世界最古老的长城”之
名，向游客及长城文化爱好者发出“到山东
登长城读齐鲁做好汉”的邀请，并以济南和
青岛为起止点，推出齐长城探幽寻踪之旅线
路，以各节点串联全线，以相关城市为中转
站，吸引喜爱寻奇探险、寓学于游的背包
客、自驾族在暑期踏线齐长城。

系统开发齐长城旅游已正式启动，今年将完成规划编制、重点产品开发和徒步大会等活动

让“世界最古老的长城”以旅游扬名

□记者 高晓雷 报道
本报济南讯 6月11日，国家旅游局、公安部、工商总

局在北京联合召开治理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电视电话会议。会
议提到下一步将整治以“不合理低价”为重点的旅游市场秩
序。山东省旅游局、省公安厅、省工商局相关负责人在济南
同步参加并收看了会议。

会议指出，依法整治旅游市场秩序，是旅游、公安、工
商三部门的共同责任。“不合理低价”、违法“一日游”等
扰乱旅游市场秩序的行为，是今年治理旅游市场秩序的重
点。整治不合理低价，需要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各级旅游、
公安、工商等部门形成合力。要通过旅游市场综合整治，加
快形成有效的工作机制，并使之常态化、长效化。各级旅
游、公安、工商等部门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强化治理规范
旅游市场秩序的共同责任，依法依规加大旅游市场秩序整治
的力度；加强合作，形成标本兼治、惩建并举、综合治理的
工作格局；建立健全市场监督的长效机制，对影响旅游市场
秩序的重大事件要实行督办制度，对整治不力、监管不到位
的要实行问责。三部门要定期开展明察暗访、督查督办、约
谈通报等，形成强有力的领导力、执法力、工作力。

记者了解到，省旅游局、省公安厅、省工商局等部门下
一步将在全省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和落实全省旅游市场
秩序治理整顿工作。

□记者 高晓雷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近日，东营市自驾游协会成立大会在东营

区行政办公大楼会议中心召开。
近几年，受各种因素利好，自驾游作为一种时尚、休闲

的出游方式受到市民和游客的青睐。据统计，2014年，东营
市东营区接待自驾游人数和相关旅游消费收入增幅均达到
30%以上，自驾游人数占游客总数的比重达60%以上，自驾
游客数量占全市自驾游客总量的近40%。

东营市自驾游协会的成立，使得自驾游从自发性、无序
化向有组织、有序化的健康发展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

□记者 付玉婷 报道
本报济南讯 6月11日，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高职组中餐主题宴会设计大赛在济南落幕。三天时间内，来
自全国28个省区市、72所院校的95名选手同场竞技，最终，
山东代表队囊获一等奖前两名，另有两名选手分获二、三等
奖。

据介绍，该项赛事由教育部发起，联合中央有关部门、
行业和地方共同举办，是目前专业覆盖面最广、参赛选手最
多、社会影响最大的国家级职业院校技能赛事。山东旅游职
业学院自2012年起已连续4年承办该项赛事。本届大赛将产
品设计创新及专业操作能力作为考察重点，进而加快高职院
校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创新步伐，加速培养酒店管
理（旅游管理）专业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大赛共决出一等奖10名、二等奖19名、三等奖29名。山
东旅游职业学院选手李文获得一等奖第一名，青岛酒店管理
职业技术学院选手孙晓晶获得一等奖第二名，另两名选手分
获二、三等奖。

□记者 付玉婷 通讯员 周甜甜 报道
本报威海讯 济南铁路局近日下发《关于公布2015年上

半年调整列车运行图通知》，文登东站列入调整计划，新增
3对停靠文登东站的动车组，其中2对至北京南、1对至烟
台。新的列车时刻将于7月1日实施，届时市民可直接乘坐高
铁从文登往返北京。

据介绍，此次城际铁路停靠站点的增加，补齐了文登区
地处胶东半岛东端交通不便的“短板”，缩小了与半岛城
市、高铁沿线城市的时间距离和经济距离，打通了文登与周
边城市对接的大动脉，使文登加速融入青烟威一体化发展布
局。

□ 本报记者 付玉婷

虽然有这么多人偏爱7053次列车，但
有一位在瑞士少女峰体验过登山小火车的
游客跟记者反映，7053次列车所运行的这条
线路还缺乏那么点经典怀旧的“味道”。对
于能否打造成旅游产品，她持怀疑态度。

“火车、线路的保留，仅仅只是保留
下来运输载体。”山东旅游规划设计院院
长陈国忠指出，从运输工具转换为旅游产
品，要做的功课还不少，但他同时也表
示，从旅游的角度讲，这条线路可以说是
将齐文化与鲁文化完整串联、穿越鲁中山
区的经典线路，尤其是承载了很多那个年
代的人的回忆。“通过对沿线经典民俗、
历史遗迹进行深入挖掘整理，7053完全可
以成为中国东部最经典的现代工业、文
化、自然遗产的火车旅游线路代表。”陈
国忠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个20出头的年轻小伙子向记者介绍

说，临泰铁路所穿越的鲁中山区有这样的
习俗：孩子不听话的时候，爸爸就会带着
孩子一起坐上7053次列车去泰安，去岱庙
逛一圈，然后再坐下午返程的车回家，到
时孩子准保又是一副高高兴兴的模样。小
伙子感觉，这就是鲁中山区的“旅游生
活”，成本低廉；但对孩子来说，走出大
山，到另外一座城市逛逛，却是一种很不
错的教育方式。

这些似乎都印证了陈国忠的观点———
几十年来，7053在出行不便的鲁中山区里
所扮演的角色早就超越了运输工具，开始
同当地习俗、民俗等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欧洲可谓是工业文明相当发达的地
区，但即便在飞速的发展中，许多现代文
明的遗产依旧被保留下来；反观国内，不
仅历史遗产在加速消失，就连现代工业文
明的身影也在逐渐模糊，这实在是一件令
人痛心的事。”陈国忠直言。

记者了解到，目前运营效果良好的小

火车旅游产品大多是不经过干线、历史上
曾经的盐用、矿用、军用等线路。在台
湾，据说就有个村子通过合作社将一段原
先用于木材运输的铁路支线和火车站买了
下来，全程两公里的铁路线需要花费8分
钟才能走完。外表依旧古朴的小火车，内
部被绘制上花花绿绿的图案，目前已成为
这个小村子旅游发展的重要吸引物。

“山东盐用、矿用、军用等专用线路
线还是不少的，在这样的专用支线上进行
小火车产品开发也是不错的选择，空间也
比较大。”陈国忠建议。

此外他还指出，火车产品包装首先要
注意突出沿线景观、体验活动的怀旧性
质；其次，类似台湾小火车那样，对车厢
等进行体验式包装，开发与火车、铁路相
关的旅游商品。听陈国忠说，台湾那个村
子开发了很多用废旧木材制成的火车模
型、车站模型，售卖这些旅游商品获得的
收入在当地旅游收入中占到很高的比例。

■旅游观察

183公里耗时5个半小时的7053次小火车将暂停运行

留住小火车的“慢”与“美好”

从运输工具到旅游产品，

要做的功课还不少

“不合理低价”

成旅游市场秩序整治重点

东营市成立自驾游协会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落幕
山东代表队囊括一等奖前两名

文登直达北京高铁7月开通

□记者 王世翔 报道
曾经，7053次列车主要用来解决沿线村民出行困难和满足铁路职工上下班需求，现

在，随着生活水平提高，驴友、火车迷这样的“新常客”也越来越多地加入进来。

火车内部设施较陈旧。□记者 付玉婷 报道 沿途风景很美。□记者 王世翔 报道

□记者 王世翔 报道
7053次列车是山东境内乃至整个国家

铁路系统最后一辆正统的绿皮小火车。

□记者 卢 鹏 报道
火车沿线自然及人文风光丰富，吸引

着众多驴友前来体验。图为游客在淄博市
博山区博山镇薰衣草庄园游玩。

□记者 高晓雷 报道
本报曲阜讯 在第十个国家“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

曲阜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鲁
国故城考古队联合举办公众考古活动，营造公众参与文化遗
产保护的良好社会氛围。

来自邹城一中的50名学生成为第一批公众考古活动参观
学习者。在6月13日活动首日现场，工作人员向参观者展示
了鲁国故城周公庙建筑群基址保护区域和出土的文物，并通
过PPT演示，介绍近年来鲁国故城考古工作的方法和理念，
展示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

“公众考古活动能让同学们详细了解考古保护的目的、
方式和社会意义，也希望借此能提高大家的文物保护意识，
培养他们的考古兴趣。”此次活动讲解员、来自山东省考古
所的工作人员韩辉介绍说。

据介绍，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于2012年5月21日
正式启动建设，2013年12月成功列入国家文物局公布的第二
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目前，周公庙建筑群基址保护展
示工程（除考古大棚）已全部完工，城墙遗址保护展示工程
东北角区域已建设完工，其他区域保护展示工程正在建设进
行中。

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开展公众考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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