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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条汽车公路是哪条路？中国最早的
汽车站在哪里？最早的汽车驾驶证长什么样？
建设人民英雄纪念碑所用的料石又是怎样从青
岛浮山运到北京的？近日，青版财经小记者来到
道路交通博物馆探寻百年交通发展历史，感受中
国交通事业的蓬勃发展，一幅幅纪实图片、一件
件馆陈文物、一个个生动故事，诉说着交通运输
行业先辈们的故事，带给小记者们与众不同的艺
术熏陶和视觉体验，令他们潜移默化地接受红色
精神的洗礼。

道路交通博物馆坐落于青岛市市北区馆陶路
49号，原址是中国最早的汽车站——馆陶路汽车
站。道路交通博物馆是全国十佳文博馆，也是国内
唯一一座以道路交通为主题的专业性博物馆。博
物馆分为三个展区，分别是道路交通博物馆、交通
安全主题馆和红石精神文化馆。这里还被列为青
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青岛市未成年人社会课
堂、青岛市国防教育基地。

道路交通博物馆以道路交通发展为主线，以博
物馆为主体，以来自全国的实物、视频、图文等形式
全方位展示了我国道路交通古代灿烂历史和近代
发展历程，让小记者们深度了解我国道路交通的发
展历程，突出青岛作为近代中国道路运输发源地的
独特亮点。

在王老师和崔老师的讲解中，小记者了解到青
岛作为道路交通运输的发祥地，在1905年贯通了中
国第一条汽车公路——青岛台柳路；1907年开通了
中国第一条城市客运线路；1910年诞生了中国最早
的汽车站——馆陶路汽车站。

探寻交通历史

小记者们首先参观了道路交通博物馆。这里
以道路交通发展为主线，以实景还原、趣味体验、
藏品、图片等展陈方式，让小记者们深度体会我
国道路交通历经古代、近代、现代的发展历程，突
出了青岛作为近代中国道路运输发祥地的独特
亮点。

通过视频，小记者们还了解了古代丝绸之路。
古代丝绸之路是一条连接东西方的重要贸易路线，
起源于中国，经过中亚、西亚，最终到达地中海地
区。它不仅是一条商业之路，还是文化、宗教和技
术交流的桥梁。也为后来的海上丝绸之路和现代

“一带一路”倡议奠定了基础。
“中国最早汽车站场景还原”是展示的重要内

容之一。1910年时成立的汽车站没有建筑，只是在

路边竖有牌子，人们在此候车。候车带来了商业，
此地成为人们乘车的集散地，便自然形成了中国最
早汽车站——馆陶路汽车站的雏形。

新中国成立之初，交通运输面貌十分落后，
主要运输工具还是畜力车和木帆船等。改革开
放揭开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篇章，交通运
输步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交通运输不断加大改
革开放力度，各种运输方式发展取得突破性进
展。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交通运输总体上经
历了从“瓶颈制约”到“初步缓解”，再到“基本适
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奋斗历程，与世界一流
水平的差距快速缩小，部分领域已经实现超越，
一个走向现代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正展现在
世界面前。

学习交通安全知识

随后，小记者们来到交通安全主题馆，映入眼
帘的就是交通安全主题墙，展示了“交通”和“安全”
两个词语的最早来源。“交通”出自《管子?度地》：

“山川涸落，天气下，地气上，万物交通。”“平安”出
自汉代焦赣《易林?小畜之无妄》：“道里夷易，安全

无恙。”馆内展有明朝四轮木车、奔驰一号（复刻版）
等展品。在这里，小记者们不仅了解到道路交通安
全知识，还参与了交通安全体验。

讲解员老师利用图文并茂、生动鲜活的课件，
对交通出行中常见的风险点、交通违法、交通陋习
等进行了讲解，并再三叮嘱小记者们要遵守交通法
规，通俗易懂的交通安全知识及技巧让大家乐于接
受，赢得了阵阵掌声。

“汽车上的安全气囊是如何工作的呢？”讲解
员还通过实物向小记者们展示了汽车安全气囊的
工作原理和作用。安全气囊由气囊、气体发生器
和传感器等组成。汽车发生碰撞事故后，碰撞传
感器将信号给到行车电脑，行车电脑将点火信号
给到气体发生器的点火系统，气体发生器随即产
生大量气体，瞬间将缓冲气囊弹出。安全气囊可
将撞击力均匀地分布在头部和胸部，防止脆弱的
乘客肉体与车身产生直接碰撞，大大减少受伤的
可能性。

开车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副驾乘客与安全气囊
保持一定距离，切记不要让儿童乘坐在副驾位置，
不要在安全气囊位置放置任何物品。参观中，小记
者们不仅增长了道路交通方面的知识，还了解了交

通事故发生的可怕瞬间与危险，对交通安全有了更
直接的感触。

接受红色精神洗礼

人民英雄纪念碑矗立于天安门广场中央，无声
纪念着中国近现代史上无数革命烈士。那么，重达
百吨的碑心石，是如何一路运抵北京，来到天安门
广场上的？红石文化馆特别收藏展出人民英雄纪
念碑碑心石、人民大会堂料石、雪松运输的图文资
料和生产生活物件等，通过微缩景观、实景还原、巨
幅环幕影像等形式，以其独特的思想性、艺术性、观
赏性，记叙了老一辈交通运输工人的勤劳智慧和家
国情怀。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在首都北京建立人民英雄纪
念碑。按照设计方案，“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
字要刻在一块碑心石上，经过多位参与建设的专
家论证调研后认为，青岛浮山上的花岗岩石材耐
风化，石质坚硬，最终决定采用浮山上的花岗岩作
为碑心石石料。

在当时的条件下，想开采出这样一块巨石，并将
其从青岛顺利运至北京，可谓困难重重。这也展现
了当时的交通运输工人的聪明才智和不畏艰险、勇
往直前的精神。1953年4月1日，开采工作开始，到7
月下旬，一块重达300吨的碑心石从山体的花岗岩上
开采下来，经过两次“瘦身”，重量减为100吨。运输
过程中，工人们用“松木”打底，在松木上铺设一层钢
管，为了避免碑心石与钢管摩擦导致裂纹，又在钢管
上铺设了一层木头，减少摩擦导致的损坏。

1953年9月，碑心石抵达孟庄路场站。运输队
借来一辆90吨载重运输列车，10月6日再次“瘦身”
的碑心石从青岛孟庄路场站启程，10月16日石料运
抵天安门广场工地。1958年5月1日，人民英雄纪
念碑正式落成。

红石无语，使命光荣。碑心石的搬运更是离不
开精神的力量。这一个个永恒经典构成了运输产
业工人不朽的丰碑，无不体现着“勇挑重担齐心协
力办大事”的责任与担当，充分展现了“艰苦创业，
百折不挠，万众一心，无私奉献”的红石精神。

最后，小记者还采访了讲解员老师。小记者们
纷纷表示：“我们不仅要向身边的同学宣传交通安
全知识，还要监督爸妈遵守交通规则。”这次活动不
仅让小记者们近距离了解了道路交通的发展历程，
还接受了红色精神的洗礼，既开阔了眼界，又增长
了见识，可谓收获满满。

这座博物馆浓缩了青岛百年交通史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盛军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
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首诗是宋
代著名诗人王安石写的《元日》，写出了过年时
的热闹景象。除了诗中提到的放爆竹、喝屠苏
酒、换桃符，还有吃年夜饭、贴“福”字、贴窗花
等多种过年的传统习俗，其中，我最喜欢的就
是放烟花爆竹了。

往年，每逢除夕，我们放烟花、爆竹等，场
面十分壮观。点烟花的时候，我总是躲远远
的，生怕烧到我的手。五彩的烟花在天空中
绽放，绿色、红色、金色交织在一起，美丽极
了。还有转火圈，在铁棍头上点着火，随着手

在空中随意地挥动，空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
图案。一会儿画出一颗小星星，一会儿画出
一条小鱼，一会儿又画出一朵小花，特别有
趣。“小蜜蜂”在空中打着旋儿得飞，忽高忽
低；“火菊花”在地上飞快地转圈，一会儿变
成金色，一会儿变成绿色，一会儿又变成红
色；“串天猴”一边发出尖叫声，一边往天上
蹿；“小金鱼”一落地，就会“啪”地炸开，在地
上闪着点点火光……

而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也有了更多不同
以往的过年方式。例如，通过手机，我和妹妹
可以和千里之外的爷爷奶奶拜年，视频连接，

一起“云”过年。通过手机，我可以了解我国不
同地区人们的过年方式。今年我就通过“非遗
过大年”云课堂的直播方式，学习了我们国家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一张普通的红
纸，在老奶奶的手中折叠几下，伴随着剪刀的
咔嚓声，红纸上下翻飞，不一会，一盏惟妙惟肖
的红灯笼就出现了。我也兴致勃勃地学起来，
剪了一个“福”字，一个“春”字，看着我的作品，
爸爸妈妈给我竖起了大拇指。

青岛人民路第二小学
五年级3班 娄云语
指导教师 薛德霞

放寒假了，我清闲下来了，妈妈和奶奶
反而每天都非常忙碌，不是整理家就是去
购物。我好奇地问妈妈：“妈妈，为什么你
和奶奶这么忙啊？”妈妈说：“因为要过年
了，我们在忙年啊。”忙年？原来忙碌就是
年的味道啊！妈妈又说：“其实，在城市里，
年的味道淡了很多，我带你去姥爷家找找更
多年的味道。”

姥爷家住在即墨区田横镇。我们到的
这一天正好逢集。姥爷带着我和弟弟去赶
集。我发现临近春节的集市更加热闹。这
里人头攒动，有卖水果的，卖海鲜的，卖衣服
的等。跟往日不同，这次的集市上有很多卖

对联、烟花、鞭炮的摊位。姥爷说：“要过年
了，很多人都会趁着这个机会把家里的一些
物品换成新的，这样也可以取一个万象更新
的寓意。”原来是这样啊，看来，热闹也是年
的味道。

从集市上回来，姥爷带着我和弟弟一起挂
家谱，贴对联。姥爷告诉我，家谱上记载的是
这个家族已经去世的先人的名字。家谱的东
边挂着一朵莲花，西边是牡丹。从挂上家谱开
始我们就要多说吉祥和祝福的话。接着我们
就开始贴对联了。姥爷把锅里放上水和淀粉，
然后慢慢地加热，这样水和淀粉就变成了的黏
稠的糨糊。然后用一个大刷子把这些糨糊涂

在对联和“福”字的反面，再把最大的一副对联
贴到大门上。家里的其他地方也贴了一些

“福”字，门口贴着“抬头见福”，仓库贴着“五谷
丰登”。还有很多地方都贴着一些祝福的话
语，目的就是希望新一年的生活更美好、更幸
福。原来，新年祝福也是年的味道啊！

在姥爷家住了两天，我这才明白妈妈说的
年的味道是什么。年的味道里有忙碌，有热
闹，也有怀念和祝福！新的一年要来了，希望
我们全家幸福美满，年味浓厚。

青岛市李沧区实验小学
五年级2班 闫嘉篪

指导教师 闫坤

冬天，草木凋零，但是春节的双珠公园却
有着与众不同的美。

清晨，我们踏着薄纱似的晨光来到了双珠
公园。奢华的大门竖立在一排青翠的树木
间。一阵夹着丝丝寒意的风从门口吹出，青翠
的柏树摇晃着枝干，仿佛在欢迎我们的到来。
踏入大门，一排排小摊的叫卖声不绝于耳，“冰
糖葫芦！”“现做的棉花糖！”“泡泡机！”一辆三
轮车上拴着十几个漂亮的氦气球，弟弟立即缠
住了妈妈，撒娇似地叫着：“妈妈，给我买一
个！”妈妈苦笑着从衣袋里掏出手机，扫了付款

码。弟弟拿着气球，开心地蹦蹦跳跳，忽然，一
只大喜鹊“喳喳”地叫着，擦着我们的头顶飞了
过去，吓得弟弟手一松，气球飘飘悠悠地升上
了天。弟弟遗憾地叹了口气。我一边为气球
惋惜，一边脑海里又浮现出了遐想：它飘上天
之后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呢？

凉风钻进了我们的衣襟，我们不禁加快了
行进的脚步。走着走着，双珠公园的大湖骤然
映入了我的眼帘。湖面无风时，像一面银镜，
映出天空上的朵朵白云，像一幅惟妙惟肖的山
水画；霎时间，吹起了微风，“镜子”碎成了千万

片，山水画也不见了踪影。几片树叶打着旋儿
飘落到湖面上，一层接一层漾起的波纹，推着
一片片小船似的树叶前进着，不久，又翻了个
跟头，沉入了水底……

不知不觉，天色已近晌午，我们踏着晨光
来，迎着暖阳去，双珠公园之旅也接近了尾声。

这就是双珠公园，也是西海岸的一处亮丽
风景，你们发现它与众不同的美了吗？

青岛古镇口海军中学
六年级2班 马一瑞

指导教师 李慧

“金风送喜来，紫荆花已开，二月大地
春雷锣鼓敲起来……恭喜恭喜中国年，五
谷丰登笑开颜……”听着这首耳熟能详的
歌曲，就知道，年到了！你知道年是什么味
道的吗？年的味道怪怪的，现在我就给你
细细道来。

年，是欢乐的，是喜庆的，是和睦的。
年，对于我来说是甜到心头的。屋外二月
的寒风呼呼地刮着树枝，干枯的树枝上挂
着几片摇摇欲坠的枯黄的树叶。风也毫不
留情地刮过人们的脸庞，可人们洋溢着幸
福欢笑的脸颊，火辣辣地，成群的男孩按动
着打火机，从里面一下子蹿出火红跳动的
火苗，红光映在人们的脸上，笑容更加甜
蜜。“噼里啪啦”鞭炮声清澈地在耳边回荡，
绽开的不仅是绚烂的烟花，也是每一个中
国人的心花。

年的味道是甜的。全家人围坐在圆桌
边，汤圆、饺子、抄手、面条……还有色香
味俱全的各色中国菜：香肠、腊肉、夫妻肺
片、京酱肉丝、鱼香茄子、麻婆豆腐、春卷
……电视中正在播放着精彩的春晚，围坐
在桌子边的人捧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香菇
炖鸡汤美美地品尝，一口接一口，浓香四
溢，安抚了每一个人疲惫的心。这种感觉
只有在过年才感受得到，其乐融融、欢声
笑语，甜的味道流淌在每个人的心里。

年的味道是辣的。倒贴“福”、对联、
门神、窗花，挂灯笼、中国结、红辣椒，放鞭
炮、舞龙、领红包……一片红色映入眼帘，
过年就要喜庆，就要热闹，就要红火。中
国年让你在冬天丝毫感觉不到寒冷，只有
火辣。

年的味道也是酸的。每天清晨我会一
边吃饭，一边听广播。“儿子长大了，一年
到头就回一次家，人是回来了，可是留得
住人留不住心。”这是一位母亲写给儿子
的一封信。父母老了，儿子大了，好不容
易回了家，也不像小时候那样如同开心果
逗父母开心、帮父母做事。这些年，父母
盼回来了深爱的儿子，可儿子的心却早已
停留在了别处。父母的心是酸的，年的味
道也是酸的。

年的味道各不相同，就像一台鲜活的戏
剧，又像一支谱写人世间的歌曲……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中学
九年级3班 程康乐
指导教师 万召霞

中国年

小记者们了解运输碑心石所用的工具。

寻找年的味道

游“园”会

我印象里的中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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