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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重修完，公交却回不来了，居民无奈只能打“黑的”

港九路限高杆“限”住公交车
文/片 本报记者 崔岩 实习生 朱琳 赵水平

记者体验

没有公交车

只能坐“黑车”

4月23日下午，记者乘坐
公交车来到了港沟镇旅游路
与港九路的交叉路口，这里
正是港九路的起点，再往里，
也就没有公交车了。
“离这里最近的限高杆

是在河西村，离着五六里路
呢。没有公交车，你只能步行
或者坐那些黑车。”附近村民
王先生边说边给记者指路边
停放的面包车。

记者这时才注意到，马
路两边停放着不少的面包
车，至少也得十几辆。不少居
民从这边下车后，直接就上
了面包车，看起来跟司机熟
络得很。
“天天坐车，都认识了。”

一名正要上车的居民告诉记
者，从这里走回家怎么也得
大半个小时，因为现在没有
了公交车，黑面包虽然贵点
但也只能靠它出行。

为了验证居民出行难
题，记者决定从旅游路与港
九路的交叉路口沿着港九路
一直走到河西村。步行了足
足半个小时，记者找到了位
于河西村的这根限高杆。限
高杆红白相间，竖在路的中
央，限制高度上面标注为
“2 . 7米”。

“这才多远的路，你再往
南走，到下个限高杆，还得一
两个小时。我们平常去市里
只能坐黑车。”河西村附近居
民告诉记者，整个港九路上
有两根限高杆，就是这两根
限高杆把公交给限住了。另

一根限高杆位于九曲大桥附
近，限高2 . 9米。

周边居民

货车没限住

公交被卡了

“港九路没修以前，325
路公交车一直在这条道上
走，从燕山车场一直到西营，

我们出行相对还比较方便。”
河西村村民亓大爷告诉记
者，因为过往大货车影响，港
九路受损严重，变得坑坑洼
洼了。政府部门为了方便群
众便重修了此路。

亓大爷还告诉记者，修
路期间，这里唯一的公交
车——— 325路公交改走港西
路了，至今却再也没有“回
来”。原因是政府部门为了防
止道路又被轧坏，特意在港

九路两端设了两个限高杆。
“这货车根本没限住，就把公
交限了。”亓大爷说。

限高杆的设置本意是为
了限住过往的大货车，然而
记者在现场却发现，仍然有
很多拉着碎石子、沙土的货
车小心翼翼地通过了限高
杆。附近居民告诉记者，这些
过往的渣土货车都是为了适
应限高杆经过改型的，比原

先小了很多，通过这里时刚
好能过去。
“路虽然修好了，反倒不

如以前方便了。”刚从滨州打
工回家的小郑说，坐黑面包
车发车时间不固定，他们得
凑齐了人才走，有时得等一
个多小时。
“一般这些面包车都是

往返于甸柳庄和河东村之
间，如果想从河东村去一趟
西营镇那真是太不容易了，

有时想找个车都找不到。这
些黑面包价格也高，从这到
甸柳庄得要5块钱。”河东村
的王大姐说，港九路沿线有
十多个村子，没公交车沿线
居民非常不方便。

井北村村民朱先生说，
自己本来想在村里开个车
间，但由于限高杆的存在，吊
车没法进，车间也就没法建
设，眼看着自己的投资计划

要落空了，朱先生也只能干
着急。

当地政府：

限高杆没法取消

记者了解到，港九路上
的两个限高杆分别属于港沟
镇政府和仲宫镇政府管理，
记者先后联系到了双方有关
负责人。

仲宫镇锦绣川办事处公
路站吴站长告诉记者，港九
路是2009年5月份开始重修
的，当时是为了限制大型渣
土车通过，交通局才统一设
立了限高杆。“限高杆如果一
取消，那些货车就又肆无忌
惮了，路面再被破坏，谁来负
责？”对于无法通公交车，吴
站长也很无奈。

随后，记者又电话联系
到了港沟镇东梧办事处。该
办事处工作人员王先生告诉
记者，自从公交车改道之后，
很多市民反映坐车不方便，
对此他们也向上级反映过，
希望问题能尽快得到解决，
但始终没有出结果。

公交公司：

通公交条件受限

随后，记者联系了济南
市公交总公司，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港九路之所以不
通公交，是因为限高杆的存
在，“之前我们公司专门派工
作人员去实地丈量过，公交
车确实没法通过。”
“我们也想把公交车通

过去，方便居民们出行，但港
九路上不具备通公交车的条
件，我们也没办法。”据该负
责人介绍，济南目前的小型
公交车也要3米高，港九路仍
然没法通过。

那有什么好的解决办
法？该负责人建议能够把限高
杆抬高或者撤除。“就像黄河大
桥一样，之前那里也是因为设
置了限高杆，公交车没法通过，
后来相关部门把限高杆抬高
了，公交车便照常运行了。”该
负责人举例说。

本报5月2日讯（记者
崔滨） 尽管“五一”休
息，但济南市第二届青春
就业创业推介会还是吸引
了众多在校大学生参加，
不少人希望能在这里遇到
合适自己创业的项目和扶
持政策。不过，本次推介
会近70家参与企业，没有
提供一项创业项目。展会
主办方表示，今年的创业
扶持方向是引导大学生先
就业再创业。

2日在推介会现场，近
70余家参展企业提供了近
6000个就业职位以及带薪
见习的岗位，然而记者注
意到，去年首届推介会上
的创业项目展示区以及适
合大学生小额创业的炭雕
工艺、烧烤设备等创业项
目，今年却不见了踪影。

“原本想来这里看看
有没有可以创业的项目，
顺便向青春创业中心申请
一下小额贷款，没想到今
年没有一个创业项目。”
省城大四学生小葛对记者
说。

对于小葛的意外，济
南市青春创业服务中心的
马虹主任表示，“现在适
合大学生创业的小快灵项
目很多，但是并不是所有
大学生都适合创业。”

在济南市青春创业中

心，记者看到在这里咨询
申请创业小额贷款的大学
生络绎不绝，不过能最终
获得批准的人数却寥寥无
几。“很多大学生创业热
情很高，但是不少人连完
整的创业计划书都没有，
对经营管理也没有经验，
甚至连工商执照都不知道
怎么申请，这样的创业项
目，很难通过我们的审
核。”该中心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

本次就业创业推介会
主办方之一，山东我招我
聘人力资源公司的常务副
总经理王志勇告诉记者，
“我们认为大学生不应盲
目创业，因为大学生创业
的多是门槛低、技术含量
小的小项目，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下，缺乏资金和经
验 的 大 学 生 很 容 易 失
败。”

“就我所知，济南的
大学生创业成功率不到
1%。”马虹表示。

在马虹的讲解下，大
四学生小葛选择了加入一
家软件企业先带薪实习，
“其实先就业积累经验，也
是一种创业的准备，今年我
们将开展超过30场的创业
大讲堂，重点向大学生辅导
创业所需的必要技能和职
业规划。”马虹表示。

本报9 6 7 0 6热线消息
（记者 尉伟 实习生
赵水平）5月2日，市民徐
女士乘车时不慎将母亲的
5000元治病钱遗落在4路公
交车上，司机赵静发现后
完璧归赵。

5月2日上午9时许，济
南公交二公司三队4路公交
车驾驶员赵静驾车回到车
队，打扫车厢时捡到一个
纸袋，打开一看，里面装
的是一沓沓崭新的人民
币，“全是一百的！”

赵静推测纸袋的主人
很可能刚下车不久，她立
即将纸袋上交车队办公
室。

经过工作人员清点，
纸袋中足足有5000元人民
币。可是纸袋内除了大量
现金外，没有任何有关失
主的线索，这让车队工作
人员头疼不已，“失主肯
定比我们更着急！”

一个小时后，一名中
年女子焦急地跑进车队。

经过工作人员仔细确
认，这位徐女士就是失
主。原来，这5000块钱就
是徐女士正在住院的母亲
的医疗费。“真是救命钱
啊！”徐女士说，上午，
她乘坐4路公交车去医院
时，不慎将纸袋遗落车
上，到医院后才发现，没
想到还能失而复得。

本报 5月 2日讯
（记者 赵恩霆） 29
日的烟厂社区大门口有
点拥挤，不是因为没人
维持秩序，而是小区大
门口的笑脸墙吸引了太
多居民的目光，一时间
大门口似乎成了菜市
场，大伙指指点点的则
是墙上自己和邻居的笑
脸。4月中旬全福街道
首届社区邻里节过后，
经过十多天的紧张收

集，143位烟厂社区居
民的微笑4月29日正式
上墙，成为社区一道风
景线。

其实，笑脸墙初露
真容是在 4月 2 8日晚
上。当晚社区工作人员
先是清理了小区门口的
旧公示栏，接着用白粉
重刷了墙面，两块巨幅
的宣传画布挂上了墙。
左边是社区开展各项活
动的展示区，而右侧则

是社区居民纯朴的微
笑。每个圆圈里都是一
张洋溢着欢喜的笑脸，
“刚挂上墙的时候，居
民们都围在门口看，找
自 己 的 和 邻 居 的 照
片。”烟厂社区书记芦
继红说，每位居民都是
笑着看笑脸，“发自内
心地笑”。一位社区居
民看得意犹未尽，“才
发现照片里的自己笑得
这么自然好看”。

“出门坐不着公
交 车 ， 只 能 打 黑 出
租，这里可能是济南
唯一不通公交车的地
方了。 ”近日，济南
历城区仲宫镇井北村
的朱先生给本报打来
电话，向记者诉说了
港九路（港沟至九曲
公路）沿线村民的交
通难题。

原来，自2009年
年 底 港 九 路 竣 工 以
来，为了防止道路被
大货车轧坏，交通部
门特意在港九路两端
设了两个限高杆，这
样 公 路 是 受 到 了 保
护，可是公交车却也
因 为 身 高 过 高 而 被
“卡”住了。

大货车刚好通过了限高杆。

创业推介会

无一创业项目
主办方表示 ，大学生应先就业再创业

看看谁笑得好看喜庆
居民笑脸墙亮相烟厂社区

公交好司机

归还“救命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