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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时光飞速前行，建设泰山索道时活跃沸
腾的场面、争分夺秒的人与事、催人泪下的
难忘时刻……转眼间已过去了40年，却又
仿佛发生在昨天。

在五岳独尊的泰山上建设一条大型客
运索道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件事吸引
了中外许多新闻媒体的记者纷至沓来。当
时我在泰安地委宣传部工作，负责新闻报道
的事。领导交给我的主要任务是接待和配
合好国内新闻媒体记者的采访工作。不少
记者习惯“打破砂锅问到底”，采访能触及建
设索道的诸多方面和细枝末节。我所写的
一些人和事，有不少是跟随记者采访所获。

历史会永远记住：公元1983年 8月 5
日，泰山上有了一条穿云破雾的空中客运
索道。

（一）

泰山是中华民族灿烂历史文化的缩影，
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它根盘齐鲁，影
照黄河，巍峨多姿，气势磅礴；拔地穿云，擎
天捧日，千嶂飞瀑，万松叠翠；古建座座，石
刻摞摞，高大雄伟，碑铭奇绝……这么一座
用任何文字称颂都不为过的名山、大山，自
古以来一直没有解决上山难的问题。以往
有多少老年人、残疾人费尽力气爬到中天
门，再抬头仰望那似天梯倒挂的3个十八盘、
云雾覆盖的南天门，只得望山兴叹，转身
而回。

1978年5月，泰山正式对外开放。这个
“正式”是很有分量的，意味着泰山面向全世
界开放。也就在这年8月，外交部、国家旅游
局分别组织各国驻华使馆官员、外国旅游考
察团来泰山游览。虽然攀登石阶盘道让国
际友人感到艰辛，但泰山的旖旎风光、灿烂
文化让他们大开眼界。

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泰山要不要建
一条客运索道”成为一项重大课题。国家有

关部门派人到泰山实地勘察，随即提出了泰
山可以建设客运索道的建议。建议一经提
出，便热闹起来，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专家
争论得面红耳赤，两方针锋相对，那形势可
紧张哩。

赞成者说：“全世界拥有大小索道2万余
条，我国虽有数以千计的高标准、高级别风景
名胜区，却没有一条客运索道。国家支持在
泰山建立我国第一条大型客运索道，是一件
天大的好事。”

反对者的声音也很强烈，“泰山是我国
第一名山，崇高神圣，怎么能随便在它的头
上动土呢”“在泰山建索道，是对自然风景的
破坏，就像在美貌的姑娘脸上划了一刀”“泰
山之胜在于一登，徒步攀登才能领略泰山之
美，才能观赏到遍布的文物遗迹。若乘坐索
道缆车一闪而过，还有什么意思”……

赞成者又说：“游泰山固然最好是用两
条腿，但泰山如此之高，有七八千级石阶，年
老体弱者是难以爬上去的，修建索道可给他
们创造登上山顶的机会，而且只要索道路
线、站房地址选得合适，不但不会破坏风景，
还可为泰山增色添彩。”

经过激烈争辩，最后赞成者占了上风。
国家有关部门及省委、省政府、泰安地委行
署的领导多次召开座谈会、多次登上泰山，
针对不同意见对索道走向、上下站选址等进
行了实地考察研究。最终，省政府向国务院
提交关于建立泰山客运索道的请示报告，并
很快获得批复。与此同时，国务院还决定由
国家旅游局投资，由外贸部与日方签订索道
设备购置合同，由地方政府负责索道的基本
建设和设施设备安装。

在此期间，有一位对建设泰山客运索道
极其用心、认真负责的人不能不说。从1978
年起，他带领技术人员从平时无人敢走的地
方爬上泰山极顶三四十次，看地形、查走向，
先后绘制出多个设计方案。他便是北京有

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工程师、泰山索道总设
计师王庆武。他多次深情地说：“中国这么
多名山，国家能够同意在泰山建设我国第一
条大型客运索道，应当说是国家对泰山的厚
爱，是对五岳独尊的全力支持。”在前期两三
年的工作之中，他和同事对建设泰山索道倾
注了极大心血，从不言苦说累。

（二）

各项事宜准备就绪，泰山索道建设工程
于1981年7月1日党的60岁生日那天正式
破土动工。刹那间，泰山中天门和南天门西
侧同时响起隆隆轰鸣声和“叮叮当当”的敲
打声。

这是个来之不易的大喜日子，从领导到
员工人人喜上眉梢。负责承建泰山索道的
泰安地区建筑工程公司安装队上百号人马
兵分两路同时展开上下站房的施工。紧接
着，又在登山中路以西拦阻山和帽沿山的深
山峪谷里摆开战场，建设大型支撑塔。负责
带队施工的是建筑公司安装队队长郭振东
和他的妻子、机械安装工程师廖增暄。他们
吃住在泰山上，跑上跑下，现场指挥。那才
叫“风里来、雨里走”呢。

在那段火热的日子里，我先后陪同人民
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工人日报、文汇报、
羊城晚报、大众日报等新闻单位的记者上山
采访，没少与王庆武、郭振东、廖增暄打交
道，还深入索道建设现场与众多一线施工人
员谈心，听了不少感人至深的故事。

人称“放心工”的李宪华是安装队里的
五级工。他工作细心、技术高超，承担中天
门和南天门站房贴建马头柱、马头墙和贴游
亭琉璃瓦的任务。这是一项古建工艺，要求
高、难度大，墙面有花、鸟巨画，房顶房檐有
龙、凤、狮、天马等动物形象。施工部件重的
七八十斤、轻的不足一斤。经反复琢磨、刻
苦努力，仅用10个月的时间，他便提前完成

了全年施工任务。腾空而起的龙、展翅起舞
的凤、威武霸气的狮……把站房与游亭装扮
得蔚为壮观。

那是个中伏炎热的盛夏，在阻拦山支撑
塔工地上，我见到了安装班长刘德祥。他满
脸黝黑，一双大眼睛特别有神，正带领四五
人摆弄铁板，拧上螺丝，安装铁塔。忽然间，
黑云滚动，大风刮起，下起了倾盆大雨。我
疾步跑进工棚避雨，而刘德祥他们却在塔架
上被淋成了“落汤鸡”。他们刚想下塔，却已
是云开雾散、阳光灿烂。他们接着返回，继
续战斗。但不大一会儿，又刮起大风、下起
大雨……“这才两次，有时一上午就四五次，
我们只好冒雨坚持安装、坚持战斗。”刘德祥
对记者们说。

律长安是个能打能拼的建筑安装工，患
有一种缠身的皮肤病，安装队领导原不想让
他参加索道施工，但他坚决参战，还担起建
设南天门索道站的施工班长。在海拔1400
多米的高山施工，他把疾病抛在脑后，每天
除了把各工种的任务安排妥当，还要到关键
岗位参加劳动。工地上一年有大半时间是
在云雾里，浓雾飘来一身水，寒风吹来是雪
花。面对困难，律长安带领员工用时一年半
就完成了两年的站房建设任务。领导表扬
他们干得好，他只说了句极为简单的话：“这
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巨大沉重的索道驱动轮，则是由麻塔人
陈光武等几十人组成的挑山队伍，神奇地爬
过3个十八盘，送达南天门索道站的。

（三）

经过与风、与雨、与寒、与雪的两年奋斗，
终于迎来了载入史册、欢天喜地的日子——
1983年8月5日。列祖列宗决然不会想到，
晚生后辈居然在泰山上建起了“腾云驾雾”
的空中索道。这天9时，泰山中天门西侧彩
旗飘扬、锣鼓喧天、欢声如潮。中天门索道

站广场上站满了庆祝我国第一条大型客运
索道建成通车的人群。在欢快的乐曲声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为索道通车剪
彩。接着，中央和省地领导与中外来宾登上
缆车，穿云破雾，到达岱顶，一览泰山之巅的
风景名胜。

索道下站起于泰山中天门西侧的凤凰
岭，坐上索道只需七八分钟便可抵达南天门
站的月观峰，南天门的游客则可同时抵达中
天门。如果步行从中天门到南天门，一般需
要两个多小时。

轻轻松松的七八分钟与步履艰难的两个
多小时相比差距何其大？更可贵的是，索道
的建设开辟了崭新的空中旅游路线，帮助那
些爬不上南天门、到不了岱顶的人实现了梦
想，彻底打破了攀登泰山的“一条路”格局。

泰山索道正式营运后，一直在高山云雾
中大踏步前进。5年内，安全运送游客400余
万人次，超额收回全部投资；10年后，泰山顶
峰北天门一侧建起后石坞索道，泰山主峰西
侧建起桃花源索道。如此，泰山就有了中、
东、西不同侧面的3条客运索道供游人选择。

2000年，泰山索道人连续奋斗三四个
月，将营运了17年的中天门日本往复式索
道改成欧式循环脱挂式8人吊箱索道。这样
一来，不仅索道设施设备完成全面升级，还
大大提高了游客载运量，获得了良好的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给游客带来了更加舒适的
旅游体验。

泰山索道人扎实工作、艰苦奋斗，创造
了一个又一个“第一”，获得了一块又一块奖
牌。40年来，不论遇上怎样的气候变化，也
不论遇到多大风雨，他们始终把“确保安全、
优质服务”紧紧抓在手中；对于机械运转的
各个环节，做到细之又细、精之又精，受到无
数游游客称赞叫好。

4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
瞬，更加美好光辉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泰山索道忆事泰山索道忆事
□□韩尚义韩尚义

今年春天，老伴儿从六郎坟农贸市场
买来地瓜芽子栽在院里，待长大时以叶作
菜，烙饼、做粥，吃个稀罕。

地瓜学名番薯，又名山芋、甘薯、红
苕、红薯等。“度娘”说，明代广东东莞的陈
益最早把地瓜引入我国。1580 年，他随
友人去安南（今越南），当地酋长每次宴
请，都有味道鲜美的地瓜。回国后，他不
知如何栽种，便将地瓜埋在四周高、中间
凹的花坞里。不久，花坞中的地瓜长出嫩
芽，伸出长长的藤。他家一名女仆见到细
长的地瓜藤，非常好奇，顺手整理时，不料
把脆、嫩、绿的瓜藤扯断了。惊慌失措的
她怕陈益责怪，将不慎扯断的瓜藤悄悄埋
在花坞里。谁知多日后，那根瓜藤叶柄下
冒出了新芽，陈益发现后非常惊喜，女仆
见主子高兴，便坦白了经过。陈益不但没
有责怪女仆，还夸她“帮了大忙”，从此逐
渐掌握了地瓜的种植技术。接着，陈益在
虎门金洲小捷山山腰购置土地，开始大面
积种植地瓜。成功收获后，他决意把这种
食物广为传播，并将自己的寿穴选在地瓜
田边，意与地瓜长相厮守。因地瓜来自番
邦，故名为“番薯”。

地瓜，原产于拉丁美洲，哥伦布发现
新大陆以后，传至今菲律宾。明万历年
间，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到今菲律宾经商
时，发现地瓜产量很高，无论蒸、煮、烤，

都很可口，加之福建地瘠民贫，一遇荒年
饿殍载道，便想把它移植到中国来。但

当地殖民统治者严禁其种外
传。陈振龙与其子陈经纶向
当地农民学习栽种方法后，于
1593 年将地瓜藤绞于缆绳之
内带回国，并向当时的福建巡

抚请求推广种植。明末清初，陈
振龙后裔陈世元继承先人之志，四

处推广种植地瓜，成效卓著。清政
府于1786年下令全国各省种植，陈振龙
是把地瓜引进我国的第二人。

我的故乡在岱下山岭间，四季分明、
易发春旱。改革开放前，耐旱的地瓜是主
粮，农家一年四季离不开鲜地瓜、地瓜面
煎饼、地瓜面窝窝头。50年前，我到泰安
十二中读书住校时，背的是地瓜面煎饼、
地瓜、地瓜面，给学校交上1斤地瓜面、2
分钱，在食堂可领到5个黏、甜的热窝窝
头，鲜地瓜可在食堂免费蒸煮。那时，我
的小目标是将来能吃上黄黄的玉米面煎
饼、白白的小麦面馒头。城里的同学常拿
白面馒头与我换地瓜或地瓜面煎饼，说我

“生在地瓜窝里，有福不知福”。天天吃大
米、白面的他们，不知我们一年四季天天
吃地瓜食品的苦衷和种地瓜人的辛劳。

人民公社时期，故乡的晚秋是收地瓜
的黄金季节。白天，社员集体出工刨地
瓜，太阳落山前归堆给家家户户分地瓜。
1967年，风调雨顺，个头大的地瓜像小枕
头。生产队里分地瓜时，参加秋收的学生

和妇女半劳力围
着地瓜堆装筐，
壮劳力把筐里
地 瓜 倒 篓 里
过磅。分地
瓜时，装筐
人 、过 磅

人不知给谁家分。这样分地瓜，大小均
匀，公平公正。待分配完毕，家家户户方
可入场，到地瓜堆上寻找自家户主姓名。
晚上，村上男女老少忙着切地瓜，就近在
野外晾晒地瓜片。记得我家最多的一天
分了1000多斤地瓜，切完时已过午夜，来
不及一片一片摆开，撒在地里，早上出工
前，再将那些摞在一起的地瓜片摆开。那
时的分配原则是“人七劳三”，即地瓜总产
量的 70%按人分、30%按出工所得工分
分，挣工分多的人家劳力多，分得多、吃得
也多；挣工分少的人家，孩子多、老人多、
劳力少，分得少、吃得也少，农户贫富差距
不大。晒在野外的地瓜片，晴好的天气，3
天就干。抢收地瓜的时节，农家最怕连阴
天，阴雨绵绵的日子，地瓜片易霉烂。那
时，人民公社种粮口号是“先国家，后集
体，再个人”。好的瓜干交公粮，孬的留给
自己吃。

改革开放后，故乡用上了电，河水、地
下水上了山岭。漫漫寒冬过，故乡人从国
内外引进的大、小樱桃花开，争把春来
报。故乡，当年的“地瓜窝”成了“水果之
乡”，我那祖祖辈辈靠天吃饭的父老乡亲，
腰包鼓了，时兴瓦屋改建小康楼，小康楼
上光伏发电，小康楼下建车库，山上、岭
上、村里有饭店，懒得做饭或来客时点外
卖。我的发小，如今上山去果园，凭老年
卡免费坐公交，当年我吃伤了地瓜食品、
发誓“一辈子不吃地瓜也不想”的玩伴，如
今为防“三高”，每年在果园坝堰垅上、地
头地尾栽种点儿地瓜，用叶烙面饼、做粥，
拔丝地瓜为晚辈所爱。50 年前的集市
上，1斤半地瓜干换1斤玉米，2斤多地瓜
干换1斤小麦；如今，地瓜面的价格远远
高出玉米面、小麦面，地瓜、地瓜面饼子、
地瓜面窝窝头成了“香饽饽”，上了百姓的
餐桌。

□赵家栋

地瓜今昔
半夜里，突然感觉到床像摇篮一样晃

了三下，还有其他东西晃动的声音，意识
到是地震了。我穿着运动大裤衩，在床头
迅速找到一件大背心攥在手里，四处观察
动静……小区里，对面宿舍楼上亮灯的不
多；马路上，有轿车在十字路口等红绿灯，
一个骑电动车的小伙子从佛光路拐到北
上高大街，唱着歌向东疾驰。夜，非常安
静。看看手机，浏览器上没有信息，朋友
圈里已有八九人发了动态，得知德州平原
发生5.5级地震。发动态的年轻人居多，
还有新闻工作者，诸多描述和我的感觉差
不多。有亲朋好友发来地震提前预测手
机操作方法，十分温暖。一会儿，听到楼
下有人说话，半夜里，声音显得特别大。

夜，非常安静。
无数草虫在凉爽的夏夜里齐鸣，仿佛

演奏着夏日小夜曲。半个小时过去了，在
惊醒、惊恐过后，我又在凉爽的夜里睡着
了，还梦见了日常工作、生活的场景，亦真
亦幻。

地震，这是第二次遇到。第一次是在
1976年。当时我10岁左右，住在农村老家
的瓦房里，也是夜间，只是比这一次早，发
生在上半夜。那一次自己没觉察到，10岁
左右的孩子，肯定睡得很熟。母亲说，那次
地震比较严重，一个北瓜突然从桌子上掉
落下来；墙上挂的几幅画“呼啦呼啦”地
响。家人把床搬出来，放在一棵枣树底下，
都在院子里睡。街坊邻居在院子里扎了窝
棚，睡在里面，接连数日。那些天正赶上雨

季，当时的情景令人印象深刻。
台风、暴雨、冰雹、干旱等属于气象灾

害，农作物病虫害、鼠疫等属于生物灾害，
地震、火山喷发、海啸、泥石流等属于地质
灾害——这都是给人类生存带来危害或
损害人类生存环境的自然现象。地震又
称地动、地振动，是地球内部发生急剧破
裂产生的震波。地震是难以预测的，这是
非常遗憾的事情，尽管目前的科技十分发
达，但地震发生前，还是有征兆的。比如
地下井水突然发浑，变色变味；动物出现
异常，鼠出洞，鸡上树，狗乱咬，猪乱跑；天
气出现异常，久旱不雨或阴雨连绵，日光
晦暗，怪风狂起，云彩斑驳陆离，六月下冰
雹等。出现这些现象就要高度警觉，不可
马虎、麻木、懈怠，应及时采取措施做好预
防。今年持续的高温天气，“杜苏芮”台
风、“卡努”台风，河北涿州暴雨灾害，是不
是这次地震前的征兆呢？应该不应该引
起我们的警觉和思考呢？

早上，我给德州的两个同学发信息，一
个是宁津的，一个是武城的，他们都及时
回复，报了平安。陕西的朋友从新闻里得
知山东地震，送来关怀，我也及时报平安，
表达深深的谢意。地震是自然灾害，冷酷
无情，而人类是有情的、友善的，在这个神
秘的地球上彼此关照，相互呵护着、温暖
着。现在是白天，太阳灿烂，清风徐来，人
们如同往常一样，在频频谈论这次地震的
同时，依然积极认真地工作，积极认真地
生活。

地震记
□沈典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