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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严肃穆的庙宇，青砖铺就的小
路，临街虚掩的门扉，光亮古朴的石
板，络绎不绝的行人……在岱庙附近，
有几条老街巷因岱庙而“生”，几经沧
桑依旧人来人往、不失热闹。有人的
地方就有生产经营，岱庙周围还出现
了许多专业街市，如白衣堂街（丝市
街）、祥符街（镯锣巷）等，这些都是老
泰城留下来的独特记忆。

岳阳街 因北临岱庙而得名

岳阳街是位于岱庙正阳门前的一
条东西街，又名庙前街，均因北临岱庙
（东岳庙）而得名。街道东起岱庙东南
角楼，西至西南角楼，长约240米，曾
更名为朝阳街。如今，街西口岱庙城
墙上仍标注为朝阳街。古老的岳阳街
泛指岱庙正阳门前至遥参亭前后东西
两侧区域，曾是泰城一个非常繁华热
闹的集市广场。“我小时候，岳阳街有
很多干买卖的，我经常到这里帮父母
打酱油、打醋、打酒，街两侧还有医院
和理发、打烧饼的商铺，非常热闹。”今
年79岁的岱西社区居民李梅英告诉
记者，岳阳街原先是条很窄的土路，街
旁商户使用的都是木板拼接大门，打
烊的时候拼起来装上，营业的时候再
卸下来。岳阳街前的庙前广场是古城
内最重要的娱乐、贸易、集散场所，又
以东岳庙会最为有名。清乾隆四十七

年（1782年）《泰安县志》对当时街道
附近的盛况有生动描摹，反映了当时
兴盛繁荣的景象：“城内遥参亭前，酒
楼饭庄相挨，货郎掮客错杂其间。中
间的广场里，有戏台四五座，还有斗
鸡、蹴鞠、说书、相扑等杂艺。数千人
如蜂如蚁，各占一方，锣鼓讴歌，热闹
非凡。”东岳庙会让正阳门外的岳阳街
变成了人山人海的集市广场。在这个
集市广场上，各类生活用品、生产工
具、孩童玩具、食品百货等应有尽有，
老泰城居民和赶庙会的香客既可在此
选购需要的物品，又可观赏杂耍、说
唱、戏剧等表演。

白衣堂街 曾是丝绸布匹专业街

东起二衙街、福全街、岳阳街三
街交会处，西至青年路，百米长的白
衣堂街，原名丝市街。“听老人讲，丝
市街是经营丝绸布匹、棉麻制品的专
业商贸街市。以前，满街都是布匹店
铺和经营摊点，每天顾客络绎不绝，特
别繁华，我老家就在这条街北边。”李
梅英说，随着时代的发展，经营丝绸布
匹的商户陆续迁移到别的地方，丝市
街失去了原来的商贸功能，因街上曾
经有一座白衣堂庙而改名为白衣堂
街。根据附近老居民回忆，白衣堂庙
是一座规整的庙宇，庙内供奉白衣观
音。在白衣堂街中段路北，还有一处
深宅大院，曾经是一位美国基督教牧
师的住所。白衣堂街中段路南，原先
则是一大片空旷之地。1956年，这里
建起了泰安市最早的电影院——泰安

电影院，影院建筑风格独特、样式奇
异，曾是泰城娱乐业的代表性建筑。
如今，泰安电影院已被淹没在城市的
喧嚣中。

祥符街 从商业街到住宅区

在白衣堂街北，有一条不长的街
巷，名为祥符街，街名取自宋真宗大中
祥符年号。祥符街原来叫镯锣巷，曾
是经营金银铜镯首饰及铜锣铜器的繁
华商业街市。镯是套在手腕脚腕上的
环形装饰品，深受人们喜爱；锣是传统
的打击乐器，在古代应用广泛，衙门官
员出巡要鸣锣开道，学子科考中举会
鸣锣报喜，人们遇事也会敲锣传递信
息。因此，在一座城中有一条街巷专
门经营销售镯和锣是必不可少的，镯
锣巷在古时的泰城就是这么一条街
巷。根据老泰城人王洪刚所写《泰安
老街巷的故事》一书描述，到了清末，
老泰城有了很大的发展，镯、锣商品归
属专业商贸市场经营，古老的镯锣巷
不再以商业经营为主，便更名为祥符
街，功能也变成了以居住为主。“祥符
街上大多居住的是地道的老泰城人，
旧时能在老泰安城，尤其岱庙周围居
住的人家，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或经
商或做官，或有钱或有势，而且大都有
房产基业。”王洪刚说。随着时代的变
迁，老街巷旁古宅老院大都被拆除，变
成了一座座高楼大厦，但老街巷的历
史故事，一代代口口相传了下来。“别
看现在的祥符街不起眼，但住在附近
的居民都知道这里原先的繁华。”李梅

英说。

二衙街 县衙官员的办公场所

在岳阳街西，有一棵枝繁叶茂的
大槐树，大槐树以南的南北向道路名
为二衙街。二衙街，曾名西迎翠街，街
面为石条铺就。清至民国时期，二衙
街曾是县衙官员的办公场所，又称为
县丞署、二衙门，因此而得名。居住在
附近的老人说，为方便办公，当时官员
将家眷安置于此，沿街建起了高大阔
气的庭院，成为当时的权贵聚集区。
街内还遍布药铺、钱庄、小吃店铺等，
公务人员、客商、居民等来来往往，也
为官员及其家人提供了便利的生活服
务。“我小时候，二衙街上有一家药店
叫永春堂，前出廊后出厦，建筑雕梁画
栋，非常气派。街上还有一处二层楼
的商会，我们放了学都会到这附近玩
耍。”李梅英告诉记者，小时候听老人
讲，民国时期二衙街上还有一家“天泰
银号”，名噪一时，经商的、办公务的大
都在银号办理银票存兑。“据说冯玉祥
将军在泰山隐居期间，每月的俸禄、车
马费，都是在二衙街‘天泰银号’办理
存兑业务。”王洪刚说，二衙街北头的
大青砖墙壁上，每隔一米多远，都安设
有大拇指粗、直径十几公分的大铁环，
是旧时衙门里官员拴马用的“拴马
环”。如今，二衙街“官街”的痕迹已荡
然无存，但那棵大槐树依旧郁郁葱葱，
不时有居民、游客在树荫下歇脚，在徐
徐清风中，听老泰城人讲述老街巷的
故事。

老泰城留下来的独特记忆
——走进岱庙附近的老街巷

□记者 刘小东/文 陈阳/图

近日，泰山区财源街道南湖社区联合泰山科技学院智
能工程学院“智益行”科普专项志愿服务队开展科普体验
活动，邀请九州幼儿园儿童到现场体验、学习，激发儿童对
科技知识的兴趣。

“空气大炮”“龙吸水”“抽油机”“电动浮力球”“手摇发
电机”……一个个精心制作的实验玩具吸引了现场儿童驻
足观瞧。与此同时，大学生志愿者仔细向他们讲解其中蕴
含的科学原理。

此次活动内容丰富，除了普及科学知识，还有志愿者
为现场儿童讲解眼睛的相关常识，让儿童了解眼球的组
成以及保护眼睛的重要性。 记者 温雯/文 隋翔/图

玩玩具
长知识

泰安市工会系统启动
“民法典宣传月”活动

本报 5月 15 日讯（记者 崔东
旭）当前正值小麦灌浆期，该时期是条
锈病、赤霉病、蚜虫等病虫害易发期，
也是决定小麦产量的关键时期。为有
效防治小麦病虫害，新泰市农业农村
局适时开展病虫害防治作业，助力夏
粮丰产丰收。

在新泰市羊流镇沟西村的麦田
里，小麦长势喜人，丰收在望。当地分
批组织植保无人机开展“一喷三防”作
业，植保无人机沿着麦田低空飞行，有

序向田间喷洒农药。
羊流镇副镇长郭承垒告诉记者：

“前期镇上召开了党支部书记会，对
‘一喷三防’工作任务进行了统筹安
排，目前整体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再有
三天时间，全镇任务就能基本完成。”

为进一步搭好丰产架子、筑牢丰
收基础，新泰市持续稳定开展无人机

“一喷三防”作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的方式，优选专业飞防组织，对小麦开
展全覆盖统防统治，组织农技人员下

沉田间地头，指导合作社和农户加强
田间管理。

“我们严格掌握飞防作业的气象
条件和环境要求，科学选配农药，根据
不同飞机机型设置不同的飞行参数，
并在飞防作业结束后进行田间防治效
果记录和调查，确保飞防作业取得
实效。”新泰市地管家飞防大队工作人
员王明峰说道。

近年来，新泰市扛牢粮食生产安
全责任，大力实施现代农机装备提升

工程，加快核心区农业机械更新换代
速度，实现农机装备精准作业，确保粮
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率达100%。

新泰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科
科长赵中磊表示：“我们牢固树立粮食
安全大于天的责任意识，在小麦抽穗
扬花期和灌浆期，全力组织开展小麦

‘一喷三防’、统防统治作业，力保夏粮
稳产丰收。我们还成立了小麦应急防
控队伍，预留防控指标，确保第一时间
拉得出、上得去、防得住。”

新泰市适时开展病虫害防治作业

“一喷三防”助力夏粮丰产丰收

本报 5 月 15 日讯（通讯员
赵朔）去年下半年，济枣高铁建设
启动。按照总体规划，高铁线路
将穿过黄前镇宋家庄村，需要拆
迁78处群众宅基地。今年1月，
宋家庄村党支部书记、“为民协
商”议事会主任高群提出通过“为
民协商”平台商定解决群众安置
问题。

前期，高群带队查看全村范
围内合适安置的地块，将地块位
置、大小等信息进行记录，初步确
定了3处安置地块，基本能够满
足78户群众的安置需要。初步
确定地块后，宋家庄村“为民协
商”议事会研究制定《回迁安置选
址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向群

众代表征求意见，后经进一步完
善，确定了《回迁安置选址工作方
案（修订稿）》。

确定了方案后，宋家庄村以
“济枣高铁回迁安置选址”为议
题召开“为民协商”会议，高群就
地块的位置、大小、交通条件等进
行详细解读，各议事会成员和参
会群众代表充分发表意见，积极
协商讨论，最终通过该安置选址
方案。

宋家庄村通过“为民协商”
平台，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
有效化解了拆迁安置难题，为开
展好济泰高速建设拆迁工作奠定
了基础，也为促进黄前镇经济社
会平稳发展作出了贡献。

黄前镇

用好协商平台 化解安置难题

本报5月15日讯（记者 郑
凯 通讯员 纪宗玉 王强）古
树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生态、科
研和经济价值。肥城市现有古树
89株，其中，一级保护古树2株、二
级保护古树29株、三级保护古树
58株。近年来，该市持续加强各
项古树名木管护措施，为生态文
明建设提供可靠的绿色根基。

据了解，为了摸清古树资源
家底，肥城市历时两年完成古树
名木普查工作，并向社会公布首
批三级保护古树名录。肥城市按
照“一树一档”的原则，健全古树
信息档案，严格登记树种、树龄、
胸围、冠幅、生长趋势、生长环境
等信息要素，形成完整的古树名
木信息库。

肥城市林业保护发展中心定
期巡查，及时掌握古树状况，发现
问题快速采取措施，排除风险隐
患；与养护责任主体签订古树养
护协议，并对养护责任落实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真正把古树名木

养护责任落实到位；落实项目用
地清单制，对用地项目出具古树
保护意见清单。肥城市邀请专家
对古树名木进行诊断治疗，普及
保护和修复知识，提升基层管理
人员的技术素质；根据古树名木
全面体检的结果，针对古树受损
情况，制定科学的抢救修复方案，
扩展古树名木的生长空间，保护
和恢复其生长环境，力争让每一
棵受损古树重新焕发生机。今
年，肥城市对老城小窑国槐、新城
王坊国槐和仪阳张袁国槐等古树
开展了抢救修复。

肥城市还加强宣传教育，营
造保护古树的浓厚氛围，比如为
一级保护古树悬挂标牌，让公众
清楚了解古树树龄、特性及历史；
组织开展古树名木保护宣传周活
动，现场发放古树名木保护宣传
单页，讲解古树名木保护的基本
原则及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古树
名木保护成果，引导公众关注、爱
护古树名木。

肥城市多举措保护古树名木

岱庙正阳门前的岳阳街。 白衣堂街现貌。

本报5月15日讯（记者 李
皓若）近日，泰安市工会系统“民
法典宣传月”暨优化法治化营商
环境主题普法宣传活动启动仪式
在岱岳区举行。

据了解，此次普法宣传活动
采取现场宣传讲解、入户发放宣
传资料等方式，突出宣传习近平
法治思想，深入宣传民法典及有
关平等保护、公平竞争、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防范风险的法律法规，
着力提升企业经营管理者和职工

法治素养，助力提振市场主体发
展信心，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今年5月是第4个“民法典宣
传月”。泰安市工会系统启动“民
法典宣传月”活动，将聚焦优化法
治化营商环境，针对经营主体和人
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深入
开展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普法
宣传，用心传播法治声音、讲好民
法故事，把民法典的法律优势、制
度优势转化为法治效能，助力营造
良好的法治氛围。

有C1驾驶证，能骑摩托车
吗？摩托车驾驶证和汽车驾驶证
是一回事吗？近年来，选择骑摩
托车通勤的人越来越多，摩托车
驾考人数迅速增长。仅持有C1
驾驶证，是不能驾驶摩托车上路
的。驾驶摩托车需要考取摩托车
驾驶证，办理增驾摩托车驾驶证
业务。

摩托车驾驶证分为D证（普
通三轮摩托车）、E证（普通二轮
摩托车）、F证（轻便摩托车），其
中D证可以驾驶普通三轮摩托
车、普通二轮摩托车和轻便摩托
车。3种摩托车驾驶证的年龄限
制条件不同，D证、E证要求年龄
在18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F
证只需满足年龄在18周岁以上，
70周岁以上的需参加记忆力、判
断力、反应力测试。如果年龄超
过60周岁，则只能选择考F证。

考摩托车驾驶证分为初学和

增驾两种。持有C1驾驶证的可
申请增驾二、三轮摩托车驾驶证。

如果持有C1驾驶证存在以
下3种情况，则不能办理二、三轮
摩托车驾驶证增驾：一是实习期
未满，二是本记分周期和申请前
最近一个记分周期内有记满12
分记录，三是正在学习其他准驾
车型机动车驾驶证。

据了解，2020年11月20日，
公安部开始实施12项公安交管优
化营商环境新措施，推行摩托车
驾驶证全国“一证通考”，申请人可
凭居民身份证在全国范围内任一
地申领摩托车驾驶证，无需再提
交居住证或者居住登记凭证。

需要注意的是，已持有外地
机动车驾驶证的需要把驾驶证转
入后再办理增驾业务。

想增驾摩托车驾驶证
这份攻略请收好

□记者 崔东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