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季外出旅游应注意的事项

夏季，是人们外出旅游的好季
节，在旅游中，不但可以增长见识，

也可以舒缓平时紧张的心情，家长
抽个空闲， 带着孩子出去走走，在
青山绿水间旅游要学会走路，掌握
“走路经” 者玩得轻松、 愉快又安
全；反之则劳累、紧张，甚至受伤。

要走不要跳
三步并作两步走或蹦蹦跳跳，

会加重膝踝负担，容易劳累或受伤。

要匀不要急
匀速行走最省体力，而且有利

于保持良好心态；急一阵歇一阵的
走路方式最累人。

快去慢返
上午出游的路可走得稍快，傍

晚返程则要慢些走，以免疲劳的关
节、肌腱受伤。

走阶不走坡
上下山时尽量走石阶，少走山

面斜坡。这样较符合力学和生理要
求，安全又省力。

走硬不走软
在水泥、沥青、石板等硬地上

行走比在草地、河滩、湿地等软地
面行走更省劲和安全。

避滑就涩
宁可绕点路从较涩草坡走，也

不走滑又危险的沙石坡，以求安全。

相关提醒：

一是要穿软底平跟鞋，如旅游
鞋、登山鞋，切勿穿高跟鞋、松糕鞋。

二是用腰包携物最省力，其次
是双肩式背包，单肩挎包及手提物
品最费力。

三是多开口问路避免走冤枉
路，切勿“摸着石头过河”乱闯。

四是外出时别忘了带上点防
暑及治腹泻的药品。

（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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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无论在我年少时
的意识里，还是在我成年时
的思想中，都是那么神圣而
厚重。厚重到不同于任何天
下名山，厚重到超越它的物
质定义。泰山文化，不仅涵
盖它丰富而有限的地质景
观，更深藏无限延伸的人文
景观。

泰山，其文化的厚重，岂
有他山可以比拟？ 早在公元
前二世纪，以著史闻名，又名
垂青史的史学家司马迁，就
在《报任少卿书》中写道：“人
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
于鸿毛”。 公元二十世纪，带
领华夏人民推翻“三座大
山”，彻底改变中国五千年政
治旧制的伟人毛泽东也讲
道：“为人民利益而死， 就比
泰山还重。”泰山，被赋予象
征着崇高境界的无限厚重。

泰山之神圣，天下第一。

循着历史的记载，你会发现，

多少有作为有建树的顶尖级
封建君王， 曾经驾临泰山封
禅祭神。 秦皇汉武， 唐宗宋
祖，康乾圣主，哪一个没有登
临泰山，行祭天之礼，告治世
奇功，固江山伟业呢？帝王的
膜拜，使泰山之神圣，达到无
以复加和登峰造极。

有着这样一种源远流长
的精神膜拜， 泰山， 在我心
里，永远是那样神圣，那样遥
不可及。如要登临泰山，则必
须经过一番精神洗礼， 摆脱
世俗的凡尘，方能举行。

去年夏季， 一活动结束
时，对方安排了泰山游。不知
是日程太紧，还是事出突然，

在我还没做好准备时， 就仓
促地登山了。 登泰山的感觉

有点像是梦幻神游，不真不切。走马观花了数十个景
点，几乎没留下多少记忆。也许在我的心目中，任何
美好的景物， 都不能拿来与泰山的神圣喻义相提并
论。 我甚至不敢用自己凡尘的笔墨来描绘它、 咏颂
它，唯恐技艺拙劣有损于它的雄姿，唯恐境界不高亵
渎了它的威仪。

我曾经苦苦思索，天下之山何其多，为何只有泰
山为五岳独尊， 受到古往今来帝王伟人的顶礼膜拜
呢？且看泰山的地理档案：泰山，崛起于华北平原之
东，凌驾于齐鲁平原之上，东临烟波浩淼的大海，西
望源远流长的黄河，南依汶、泗、淮之水。泰山与平原
丘陵相对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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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形成“一览众山小”的高旷气
势；山脉绵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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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公里，盘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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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其基础
宽大，产生安稳之感；形体庞大而集中，产生厚重之
感，呈现“镇坤淮而不摇”之威仪。泰山，以它独有的
地势，独特的地貌，得以冠之“稳如泰山”、“重如泰
山”的释义形象。

如此之稳如泰山，如此之重如泰山。那么泰山之
石，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重中之重了。也许正是这个原
因，文人史官，帝王将相，莫不把祥符、记事、赦牒等
各种重要的文字，或刻成石碑，或刻于摩崖。从此，有
记录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的张骞碑， 有天下之洋洋大
观的唐玄宗《记泰山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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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处刻石，便可随泰
山而铭刻千古，流芳百世了。泰山，也因之被誉为“中
国摩崖刻石博物馆”。

不仅如此，就连可执于掌中的小小泰山石，都被
视为镇宅之宝，镌刻上“泰山石敢当”题咏，作为旅游
纪念品。 同行者中不乏诚笃之人， 背着数十斤泰山
石，准备带回去馈赠亲友。

泰山之博大，犹如一部百科全书。既有记史的碑
文，又有红色史馆；既有帝王的寝宫，又有宗教的庙
观；既有人为的桥榭亭台，又有自然的溪涧峰峦。登
临者无论哪一种身份，无论偏于哪一种爱好，都能各
得其所。

古往今来， 有多少名人因拜谒泰山而成泰山名
人；泰山，又因无数名人登临而成为天下名山。孔子、

武则天、李白、辛弃疾、苏轼、蒲松龄、爱新觉罗玄烨、

爱新觉罗弘历，他们之名与泰山之名齐增，二者相辅
相成，交相辉映。

尽管泰山历史人文景观众多， 然而多数游人的
最爱，当数它的自然景观。泰山的“秀、丽、奥、妙、幽、

旷”诸类景观，令人领略不尽它的壮美雄奇，领略不
尽它的秀丽幽远。

在各类风景奇观中， 人们最痴迷的恐怕是那些
充满动感的自然画面了。登上岱顶，那旭日东升，那
晚霞夕照，那泰山佛光，那云海玉盘，曾令多少人为
之欢呼跳跃，多少人为之如醉如痴。莫不使文人墨客
为之用尽华丽词藻，表现其异彩纷呈，表现其万千气
象。画像的客观，散文的联想，诗词的浪漫，莫不把岱
顶观景描绘得五彩缤纷，如梦如幻。

因为日程的简约，我们没能一一领略这些奇观。

然而泰山，对于好学多思的人将是持久的诱惑，永恒
的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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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湾湖风景区开展水上应急救援演练

本报讯（记者聂品）一艘无名船只失火，

船上有
4

名游客被困，需要紧急救援，在接到求
助电话后， 南湾湖风景区安全指挥部下达起动
了水上应急救援命令，救援队员迅速到位，穿救
生衣， 配备灭火器和救援装备乘快艇直达现场
实施救援。 事故现场周边的所有船只在听到报
警后，也在第一时间内赶到事故现场，利用本船
所装备的水枪、 灭火器等设备对事故船只进行
救援。 这是

7

月
2

日上午在南湾湖风景区水上应
急搜救演练现场的一个场景。

此次救援演练， 该风景区共出动各类船艇
10

余艘，参演人员
50

余名。市、区有关部门领导
和风景区相关负责人参加了观摩。 这是南湾湖
风景区游船公司联合南湾海事处、 航管等多个

部门密切协作配合的一次“实战练兵”。在开展
救生演练的同时，还实战演练了游船救火。通过
举办这次水上安全应急演练， 目的是检验南湾
湖应急指挥的处置能力，完善预案，锻炼队伍；

宣传普及全民的水上安全预防、避险、自救和互
救知识。

近年来， 随着南湾湖风景区旅游人数的不
断攀升和大型豪华游船的相继投入营运， 给水
上旅游船艇安全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 面对新
形势，南湾湖风景区始终将安全放在第一位，在
向广大游客和码头工作人员普及安全知识的同
时， 每年开展

1

次至
2

次这种类型的应急救援演
练。此次演练，进一步提升了该风景区应对突发
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和救助水平。

图为南湾湖风景区安全指挥部指挥救援演练时的情景。 聂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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