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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温雯） 近日，两
艘满载集装箱的货船分别从泰安港
彭集作业区、老湖作业区启航南
下，这是泰安港首次开展水运集装
箱业务，也是京杭运河已通航航道
最北端内河港口首次进行水运集装
箱运输，泰安港大宗货物“散改
集”进程进一步加快。

此前，泰安港只有铁路运输采
用集装箱，在节约人力物力、绿色
环保、降低货损方面展现出极大的
优势。据兖矿东平陆港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秦文峰介绍，截至目前，今年泰
安港铁路集装箱到达总数 8900 余
箱，集输量 32 万吨，“集装箱运输主
要有三点优势，第一装卸方便，效率
高；第二集装箱对货物能够起到一个
保护作用，特别是化肥、粮食等货

物；第三集装箱运输是一种绿色环保
的运输方式，降低货损，省去了篷布
覆盖等额外费用。”秦文峰说。

此次泰安港开通水运集装箱运
输，对提高泰安港的知名度和集疏
运能力意义非凡。去年年底京杭运河
柳长河段“三改二”工程完工后，泰安
港吞吐量大幅增长，据了解，泰安港
仅今年一季度集疏运量就突破 200
万吨，同比增长 338%。“航道升级带
来运载能力的提升，加之水运集装箱
的优势，泰安港下一步的集疏运量能
够进一步提升。”秦文峰说。

同时，泰安港老湖作业区开通
了首条内河集装箱直达航线，目的
港为苏州太仓国际集装箱码头，为
两地及沿线企业提供更高效、经济
的物流运输服务。

近年来，我市积极推进水运经
济发展，积极推行“政策减负、服
务升级、产业协同”，扶植水运企业
做强做大，促进物流降本提质增
效。据东平县交通运输局港航事业
发展中心副主任张健介绍，东平县
立足“大港航、大物流”战略，统
筹布局港口码头、物流园区、临港
产 业 等 空 间 要 素 ， 创 新 “ 散 改
集”“公铁水联运”等运输模式，助
推港航经济高质量发展。

市交通运输局港航铁路机场服
务中心党委委员于晓鹏表示：“目
前，泰安港已实现运输成本降低
30%、碳排放减少 80%、船舶效率
提升 60%，下一步，将构建立体化
发展格局，为我市水运经济高质量
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能。”

泰安港首次开展水运集装箱业务
我市水运经济发展迎来新机遇

泰安摄影家李际山《瑰宝》亮相巴黎图书节

以镜头语言展现中华文明多元魅力

本报讯（记者 杨忠）4月11日至
13日，法国巴黎大皇宫迎来了一场全
球出版界的盛会——巴黎图书节。此
次展会是中国摄影出版传媒有限责任
公司（中国摄影出版社）首次以规模
化阵容亮相的海外书展，携《筑梦：我
们的新时代》《中国世界遗产影像
志》等三十余部精品图书登陆“阅读
中国”展区。其中，以影像诠释中国
世界遗产的系列出版物成为焦点，而
来自泰安的摄影家李际山创作的《瑰
宝》摄影集，更以跨越地域的艺术表
达，成为中法文化交流中的一抹亮色。

此次参展是中国摄影出版社首次
集中向国际读者展示出版成果。展区
中，《中国世界遗产影像志》《大运河影
像年鉴》《中轴之像》等图书以宏大的视
觉叙事，呈现了中国59项世界遗产的
自然奇观与人文底蕴。作为中国摄影家

协会主办的“人类的记忆——中国世界
遗产”巴黎巡展的配套活动，这些作品
不仅吸引了大量法国摄影爱好者驻足
品鉴，更通过镜头语言让国际观众直观
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多元魅力。在中宣部
文艺局的支持与指导下，进一步提升了
此次展览的文化交流高度。

在众多展品中，李际山的 《瑰
宝》摄影集格外引人注目。记者了解
到，《瑰宝》以四十年深耕泰山文化为
根基，将镜头延伸至长城、敦煌、武
夷山等世界遗产地，既有泰山“五岳
独尊”的雄浑气象，亦捕捉了江南古
镇的温婉灵秀。画册中，光影交织的
画面既保留了东方美学的诗意，又融
入了国际化的视觉表达。《瑰宝》由开
始在泰安新华书店的柜台里零售，历
经国内读者的检验后，终以艺术无国
界的姿态登上国际舞台，真正实现了

跨出泰安、迈出中国、冲出亚洲、走
向世界。

踏遍青山人未老，魂牵梦绕寻瑰
宝。当谈及《瑰宝》的创作初衷时，李
际山表示：“用镜头守护文化遗产，是
摄影人的使命。希望通过自己的镜头
让世界看见中国的‘和而不同’。”

此次书展期间，中国摄影出版社
还通过影像沙龙、作者签售等活动，与
法国出版界展开深度对话。作为“中法
文化旅游年”的系列活动之一，《瑰宝》等
作品的展出，不仅展现了中国摄影出版
的国际视野，更以艺术为纽带，续写着
丝绸之路上的文明对话新篇章。

当《瑰宝》的扉页在塞纳河畔翻
开，中国摄影文化完成了一次从本土深
耕到全球绽放的跨越。这场光影与文字
的“出海”，既是中华文化自信的彰显，亦
为世界读懂中国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李际山摄影作品集《瑰宝》亮相巴黎图书节。 通讯员供图

本报讯 （记者 刘小东 通讯
员 张昊然） 泰山区作为我市的老
城区，文化底蕴深厚、文化资源丰
富，全区共有 23 处形式独特、设
计考究的历史建筑，这些建筑集中
体现了我国近现代以来的多种建筑
风格，具有丰富的历史价值和文化
价值。泰山区以“活化利用”为切
入点，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旅融
合发展。近日，省级历史建筑“津
浦铁路泰安车站旧址”经保护性改
造后重新亮相，标志着泰山区历史
建筑保护利用工作迈入新阶段。

该建筑始建于 1909 年，初建
时称为泰安府车站，该站的站房是
津浦铁路现存最古老、最大的站
房，对研究中国近代交通史意义重
大。在“好客山东·齐鲁1号”旅
游列车项目带动下，泰山区开展文
旅驿站北广场改造工程，通过原貌
修复售票窗口、站台等设施，创新打
造“津浦铁路博物馆”，展出珍贵铁
路文物与铁路发展史料。同时，项目
团 队 还 引 入 沉 浸 式 文 旅 体 验 设
施，打造“网红打卡点”，让百年站
房 焕 发 新 生 机 ，助 力 文 化“ 破
圈”，书写新时代的文旅新篇章。

近年来，泰山区住建局不断强
化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2021
年对区内 14 处省、市级历史建筑
进行了测绘建档挂牌，首次对历史
建筑身份进行了明确。为切实摸清
区内历史建筑底数及现状，泰山区
住建局于2023 年、2024 年连续两
年开展“泰山区历史建筑普查申报
工作”，通过街道推荐、部门核
实、市级评估共申报两批次、8处
市级历史建筑。为将保护工作落实
落地，泰山区住建局建立保护体
系，加强日常巡查，加大极端天气
和节假日的巡查力度。同时，为做
好历史建筑“行车公寓”的保护修
缮工作，该局通过查阅资料、实地
测绘、专家论证等方式，多渠道开
展建筑修缮保护及开发利用，目前
已聘请专业机构编制保护图则。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而优秀历
史建筑则承载着城市的文脉。泰山
区住建局将继续聚焦历史建筑“活
化利用”，通过保护与利用并举的
方式，集中打造一批集居民休闲和
文化传承于一体的历史建筑活化利
用 样 板 工 程 ， 赋 予 “ 老 ” 建 筑
以“新”生命，让传统建筑既保留
历 史 记 忆 ， 又 满 足 现 代 生 活 需
求 ， 持 续 讲 好 “ 老 ” 建 筑
的“新”故事。

百年历史建筑
今又焕发新颜

泰安港老湖作业区。 通讯员供图泰安港彭集作业区。 通讯员供图

经保护改造后的“津浦铁路泰
安车站旧址”。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