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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曹
一秀） 7 月 23 日 9 时 45 分，伴随着
C967 次 CR200J 型“复兴号”动集
动 车 组 列 车 到 达 泰 山 站 的 提 醒
声，300 余名旅客纷纷下车步入泰
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位于五岳独
尊泰山脚下的百年老站泰山站，时
隔12年再次开行动车组，正式加入
全国高铁网。

为满足暑期旅客出行需求，提
升旅客出行体验，国铁济南局精准
施策，增加运力供给，在暑期加
开“复兴号”动集动车组临时旅客
列车，每日开行2对4趟，实现“公
交化”开行。该趟“复兴号”动集
动 车 组 列 车 起 自 济 南 站 ，经 京 沪
线、京沪三四线运行，途中停靠泰山
站、磁窑站、兖州站、邹城站、滕州
站，至枣庄西站，运行时速160公里。

2007 年至 2011 年间，泰山站
曾开行过动车组，车站的设备设施
具备接发动车组的条件。为进一步

提高车站服务水平，保证“复兴
号”动集动车组列车顺利开行，济
南车务段泰山站提前制定开行运输
组织方案，进行相关人员培训，同
时对行车、客运、售票等设备设施
进行了全面检修，对车站电子显示
屏、广播设施进行调试，提前铺画
站台地标式车厢顺号，组织客运人
员进行模拟办客推演，为办理“复
兴号”动集动车组客运业务做足准
备。此外，车站根据旅客需求个性
化、多样化的特点，推出无干扰服
务、特色服务、个性服务、自助服务
等，从“大众服务”向“分众服务”转
变，让旅客出行体验更美好。“与普速
车相比，动车在速度和舒适性上有
明显提高，顺应了旅客便捷、快
速、经济又舒适的出行需求。”国铁
济南局济南车务段泰山站客运主任
王喜喜说。

借助再次开行的“复兴号”，历
史文化名城泰安“牵手”铁道游击

队故乡枣庄，沿线串联起五岳独尊
泰山、台儿庄古城、微山湖红荷湿
地、墨子纪念馆、鲁班纪念馆、抱
犊崮等风景名胜古迹，成为山东省
内的一条黄金旅游通道。此次“复
兴号”动集动车组列车的开通运
行，极大便利了沿线人民群众的出
行，提升了旅客的出行体验，对助
推山东地区更高质量的交通一体化
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等具有重
要意义。

“我们昨天晚上 7 点多买的第一
趟列车的票，非常高兴成为泰山站
重启‘复兴号’的第一批旅客。泰
安是旅游胜地，环境宜人、景色优
美，希望铁路部门能在泰山站开通
更多跨市跨线高铁动车，方便大家
出行。”翘首等待后，李先生和家人
踏上了开往枣庄的“复兴号”。

23日10时许，“绿巨人”“复兴
号”缓缓驶出站台，搭载旅客重新
开启“复兴之旅”。

泰山站重开动车组
时隔12年再次开行动车组，正式加入全国高铁网

本报讯（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张
隆德） 7 月 22 日，“泰安号”（星时
代-16）卫星搭乘谷神星一号遥六运
载火箭，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
发射入轨。

22 日 13 时 07 分，谷神星一号
遥 六 运 载 火 箭 点 火 升 空 ， 顺 利
将“泰安号”（星时代-16） 卫星精
确送入预定轨道。

据 了 解 ，“ 泰 安 号 ”（星 时
代 -16） 卫 星 采 用 国 星 宇 航 自 研
ADASAT- 30 轻 量 化 智 能 卫 星 平
台 ， 配 置 高 性 能 高 光 谱 遥 感 载
荷，同时首次搭载国星宇航创新研
发的星载区块链 ADAChain 载荷及

星屏系统，将执行全球首次可视化
区 块 链 在 轨 存 证 及 相 关 商 业 服
务，并启动全球首个太空数字生命
社交平台 （硅么） 等系列空间计算
内容应用，全新打造面向大众用户
的 太 空 数 字 经 济 新 平 台 、 新 业
态，助力我国平台经济向太空寻找
新空间，挖掘新潜力。

“泰安号”（星时代-16） 卫星
配置的高光谱遥感载荷，可在获取
地表图像信息的同时，重点获取目
标区域地表丰富的光谱信息，实现
地物精细化分类与识别，在精准农
业 、 水 资 源 管 理 、 矿 产 资 源 调
查、环境监测和应急安全等领域提

供天基数据服务，为星时代 AI 星
座对地观测综合能力迈向高空间分
辨率、高光谱分辨率、高时间分辨
率 的 “ 三 高 ” 目 标 打 下 坚 实 基
础。本次卫星平台搭载的国星宇航
自主研发的创新型可视化区块链在
轨存证系统，可实现在轨可视化
区块链多重签名认证、在轨视频
可视化播录、在轨可视化遥感数
据存证确权等功能，打造区块链
与空间技术的深度融合，将应用
于金融与政务服务等行业，是泰
安 开 启 卫 星 应 用 迈 出 的 关 键 一
步，将为泰安产业发展和社会治
理带来积极影响。

“泰安号”（星时代-16)成功发射
系全球首颗在轨可视化区块链卫星

本报讯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张芮）近日，山东省水利厅公布全
省首批省级水利遗产名单，我市东
平 县 戴 村 坝 、 宁 阳 县 堽 城
坝（闸）遗址、新泰市龙廷镇掌平
洼井3处水利遗产榜上有名。

“运河之心”戴村坝，位于东
平县境内大汶河上，始建于明永乐
九 年 （公 元 1411 年）， 由 主 石
坝、窦公堤、三合土坝三部分构
成，是中国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
核心构成之一。戴村坝主要功能为
拦蓄大汶河水，明永乐九年，工部
尚书宋礼主持重开会通河，并建戴
村坝引汶水至运河的最高点南旺入
运 。“ 七 分 朝 天 子 ， 三 分 下 江
南”，戴村坝奠定了六百年鲁西南
地区河湖水系格局。科学的规划设
计保障了大运河南北畅通，对明清
两朝政治的统一、经济的发展和南
北文化的交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
重要作用。戴村坝作为大汶河干流
上的一项大型工程，目前仍在发挥
固定河槽、控制下游河势、拦沙缓
洪以及引水灌溉等诸多功用。

堽城坝（闸）遗址位于山东省
泰安市宁阳县堽城镇堽城里村西北
隅的大汶河内，作为大运河沿线的
一处重要水利工程配套设施，堽城
坝（闸）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
用，成为京杭大运河著名分水枢纽
工 程 ， 是 山 东 古 代 著 名 水 利 工
程。堽城坝（闸）的作用是拦截汶
水 ， 流 经 洸 河 ， 注 入 济 宁 大 运
河，抬高运河水位，使南来北往的
船只畅通无阻。元堽城坝（闸）形
成了北接大汶河，南达淮河的大汶
河—洸河—泗河—南清河—淮河航
线，并被官府设置为水上驿道。此
外，堽城坝（闸）还灌溉济宁兖州
之间的农田，在历史上发挥着重要
作用，溢坝西去的滔滔汶水注入东
平湖，进入黄河水系，形成了黄淮
水系的分界线。

新泰市龙廷镇掌平洼井位于掌
平洼村，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村
中常年缺水干旱，为解决农田灌溉
和村民饮水的问题，村里每个生产
队抽调3到4名人员，组成了30多
人的打井队挖井找水。从1967年3
月至 1977 年 5 月，队员们自备工
具 ， 靠 双 手 和 智 慧 ， 在 10 年
间，用钢钎和铁锤在山地中开掘出
一口深水井，充分体现了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的时代精神。掌平洼
井上口周长 26 米，深 26 米，108
级台阶，其中一级穿岩而过，砌在
井壁里，下至离井底 10 米的深
处，有一平台可以站人取水。整个
台阶盘旋而下，像一条龙深入地
宫，因此，被称为“螺旋井”。

据悉，今年3月份，山东省水
利厅下发《关于开展省级水利遗产
申报认定工作的通知》，4 月份制
定出台《山东省水利遗产认定标准
及管理办法 （暂行）》，为首批水
利 遗 产 评 选 认 定 明 确 “ 路 线
图”和“方向标”。此次认定的这
15 处 水 利 遗 产 历 史 文 化 底 蕴 深
厚，在山东治水史上占据重要地
位，对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人民安
居乐业和精神文化传承具有重大
意义。

泰安3处遗产上榜
省级水利遗产名单

谷神星一号遥六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升空。 新华社发 星时代-16卫星。 通讯员供图

7月23日,“绿巨人”“复兴号”驶出泰山站。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陈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