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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特约记者 王
银）“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没
想到3000多年前滕州就能烧
制 出这种 独具特 色的瓷
器”。5月18日当天，15件中
国瓷器鼻祖——原始青瓷在
滕州博物馆亮相，很多观众
看后都很震惊。

据了解，5 月 18 日是世
界博物馆日，国际博物馆协
会官方网站公布了2014年国
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博物馆

藏品架起沟通的桥梁”。博
物馆是根植于现在、保存与
沟通过去的鲜活机构，将全
世界各地民众与他们的文化
紧密联系起来，让现在和未
来的人们更好地理解他们的
根源与历史。滕州市博物馆
紧紧围绕这一主题，精心推
出了原始青瓷展与文化遗产
图片展。

据滕州博物馆相关人士
介绍，原始青瓷最早出现于

公元前十六世纪的商代中
期，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
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的实
践中，不断改进原料选择与
处理，提高烧成温度和器表
施釉，创造出了原始青瓷。
作为中国瓷器的鼻祖，原始
青瓷的创烧，在中国乃至世
界瓷器发展史上均具有划时
代的意义。滕州博物馆馆藏
的原始青瓷具有鲜明的地域
及时代特征，曾多次赴国外

巡展，本次展出的原始青瓷
为首次在滕州博物馆馆内展
出，该馆精心遴选出十五件
精品，以飨观众；文化遗产图
片展是从滕州 700多处物质
文化遗产中，选出的 10处国
家及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图片。

据悉，原始青瓷展将持
续到6月底，文化遗产图片展
在5月18日当天在滕州博物
馆大门外进行了展出。

原始青瓷亮相国际博物馆日
活动将持续到6月底

晚报讯 （通讯员 侯若岑）诺博
和汉斯两位德国专家向当地农民传授
葡萄栽培、嫁接改优技术，将传承几
百年的家族商标无偿授予当地酒厂使
用，这段故事让中德友谊家喻户晓。
厚重的友谊源于一次次的热情奉献，
9年内17次到访山亭，诺博和汉斯因
葡萄与山亭结下不解之缘，为山亭带
去了清新的葡萄酒香、致富的崭新道
路。

山亭区的产业以农业为主，当地
一直种植葡萄，但非酿酒品种。2000
年，枣庄市外专局向上级申请了葡萄
种植引智项目，德国退休专家组织的
成员诺博和他的助手汉斯被介绍到
此，从此与山亭结缘。

诺博·高利斯先生生于 1934年 9
月，是德国退休专家组成员，著名的
葡萄种植专家、葡萄酒酿造专家和知
名的社会活动家、慈善家，曾被德国
前总理施罗德授予德国最高荣誉奖章
——“英雄奖”，2004年被联邦德国
授予十字勋章和阿尔瓦勒地区荣誉奖
章。

“诺博第一次来，背来了两大麻
袋葡萄接穗，都是优良品种，航空超
重部分自己掏钱。”最早接触诺博、
现管理着汉诺庄园葡萄园的汉诺集团
技术顾问于庭柏说。诺博每次来都带
接穗，为了能多带，他甚至宁可少带
衣服。他都是春天来插接，到秋天再
来检查一遍。看到当地完全按照他的
指导种植管理，诺博非常高兴。两三
年间，在 90多个品种中筛选了适应
当地种植的十五六个品种。

2003 年，诺博获得山东省政府
颁发的“齐鲁友谊奖”，并被授予枣
庄市山亭区荣誉市民。汉斯在 2008
年去世。当年9月国务院追授他“国
家友谊奖”。山亭人民没有忘记两位
专家，诺博先生手持葡萄酒杯的铜像
于 2010 年 8 月 18 日在汉诺庄园落
成，底座上评语写道：“他和汉斯先
生为山区葡萄产业化发展作出了巨大
贡献，为纪念诺博先生塑此铜像。”

这座欧洲风情葡萄酒庄，于
2006 年 3 月 18 日奠基，成立于 2006
年7月，公司原名为“山东富安葡萄
庄园酿酒有限公司”，后为纪念诺博
和汉斯这两位曾在这里传授葡萄栽种
和葡萄酒酿制技术的德国专家，特分
别取两人名字组合为“汉诺”二字，
又寓意“大汉民族一诺千金”，故更
名为“山东汉诺庄园酿酒有限公司”。

汉诺庄园总投资 5亿元，，葡萄
酒年生产能力 60万立升，年繁育优
质葡萄苗木能力 10万余株。现已拥
有国内外优质葡萄种植基地10000余
亩，曾获得“山东省欧洲优质葡萄繁
育示范基地”、“山东省欧洲葡萄栽培
与酿酒技术示范推广基地”等荣誉称
号。2013 年，由汉诺庄园酿造的干
红干白葡萄酒荣获“山东名牌”。

该公司先后荣获“山东省工业旅
游示范点”、“全省十大最适合拍影视
剧的地方”、“国家 AAAA 级旅游景
区”、“山东省引进国外智力成果示范
推广基地”、“山东省十大重点引智项
目”等荣誉称号。汉诺庄园欧情风格
的建筑特色已成为引领山亭“鲁南欧
情山城、生态宜居家园”城市建设理
念的一张响亮名片，电影《沂蒙六姐
妹》、《榴花正红》和电视剧《南下》
开机仪式、国际模特大赛等大型文化
活动先后在汉诺庄园举办。

德国专家
带来葡萄酒香

他是一位平凡的煤矿工人，今年40岁，参加工作19年，一直和煤矿电器设备打交道。
他又是一位不寻常的人物。两岁时因患小儿麻痹症而落下左腿残疾，但上天却赋予了他
坚韧不拔、手勤心细的品质。去年以来，他所在矿的空调都由他来修复，还修复瓦斯监测
仪700余台，节约资金60多万元；修复各种开关综合保护器900余台，节约资金12万元。
今年，他又修复了全矿井下的车载式瓦斯断电仪，共节约购置资金20余万元。

提高维修技术，为单位节约资金几百万元

荣师傅为技改“走火入魔”

他叫荣维秋，是矿里机电
修理厂的一名普通电工，1991
年3月参加工作，一直从事家电
维修工作。2010年 6月调入机
电修理厂，进工厂、学手艺的梦
想终于实现了，这令他着实兴
奋了一阵子。不过，当时机电
修理厂的工作并不轻松。有好
多坏的电器设备费了九牛二虎

之力刚修好，转着转着又停
了。那时候，荣维秋每天下班
回家和妻子说得最多的一个字
就是“累”。

“用新技术改造一下这些
电器设备该多好啊，不光设备
能够正常使用，还能节省很多
维修费用，工人们也能少受点
累。”这是荣维秋那时最大的愿

望。一个中专生，书没有读几
本，别说是技改，连跟着师傅学
修机器都觉得吃力。十多年
来，他买了 200多本书，系统地
学习了《电子技术》、《数字电
路》、《电工技术知识》等20余门
专业课程，写下了近 20万字的
读书笔记，获得了 6 个毕业证
书。

早期，荣维秋一家五口挤
在 2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唯一
的桌子是留给两个妹妹写作业
用的，他只能在过道用旧皮箱、
破木板搭成简易的读书桌学
习，在这个“书桌”上他学会了
识图、制图，掌握了技术革新必
备的理论知识。

▶▶ 自学20余门课程

第一次改造设备始自何
时，荣维秋已经记不清了，不过
那个综合保护器的线路改造结
构图他还可以随手画出。当
时，井下的综合保护器经常烧
坏，修复后用不了多长时间就
又坏了，检修、更换费时费力。
荣维秋利用学到的知识大胆地
改造了综合保护器的线路结
构，不仅维修方便，还大大减少
了电机的故障率。原来只能用
一个月，现在能用三个月。

在荣维秋的眼里有干不完
的活，为了攻克微电脑综合保
护器这项工程，荣维秋跑遍了

枣庄市各大图书馆，他每天像
着了魔似的趴在开关前。经过
20多次实验，这个微电脑综合
保护器终于研制成功了，这项
重大工艺变革使电机使用寿命
提高了 10倍，修复一个可以节
约购置资金上万元。

针对部分大电机连线及引
线用锡焊不牢固、质量不可靠
等缺点，他又尝试用修冰箱、空
调的小型焊接连线，接头用银
条做焊料，焊接的引线接头不
但牢靠而且美观，解决了电机
修复过程中潜在的隐患，而且
还大大减轻了一线员工的劳动

强度，在全矿得到了大力推
广。后来同事们才知道，荣维
秋将锡焊改成银焊的实验给他
身上增添了很多伤痕。

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他带
领全班人建成了节能研发室，
只要看见废弃的备件、材料，哪
怕是一个小螺丝，大家也会随
手捡起来。迄今，荣维秋班组
共回收各种废旧备件 3000 余
件、修复2400余件，用于生产和
技改的近 2000 件，创造了 300
余万元的经济效益。

每次领奖时，不善言辞的
他，嘴边总是挂着这样两句话：

“工作是大家干的，把成绩算到
一个人头上不公平；既然领导
信任咱，咱得对得起这份荣
誉。”也许这个小小的节能研发
室就是他一辈子的活动天地。
然而，就是在这个平凡的岗位
上，荣维秋拖着残疾的腿，舞动
着双手，认真地检测着每一个
零件，用行动感染着每一位同
事。在同事们眼里，荣维秋不
仅是技术上的专家，更是大家
眼中的巨人。

（记者 王晨曦 通讯员
刘光贤）

▶▶ 大大提高单位效益

5月14日晚，记者发现一辆黑色
小轿车“悬挂”在一小区花园的小桥阶
梯上，不少热心的业主正帮忙出主
意。经了解，由于天黑，司机不熟悉路
况，再加上原来放置于桥前的路障少
了一个，让车主误把桥阶当成了坡路。

（记者 王震 摄）

小车“上桥”

近日，在滕州大同路银座东馆附近发
生一起车祸，一辆出租车和一辆摩托车
发生碰撞，出租车后玻璃粉碎，摩托车解
体。据目击者朱先生讲述，两车碰撞后，
摩托车驾驶员被撞得飞起来砸落在出租
车后面的玻璃上，玻璃应声而碎。

（记者 邵士营 特约记者 王雪纯
实习生 孙雯 摄）

两车相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