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事2019年11月22日 星期五
责编 邹娜 美编 张君竹 值班主任 成琳 J03

一城巷陌一城人，一城往事如烟云。自古以来胶州城人杰地灵，胶城因港而兴。商贸的往来带动文
化的繁荣。千百年间，云溪河、墨水河穿城而过，城池布局分明，顺势成街，错落起楼。街巷、小桥、作坊、
庙宇不胜枚举。即日起，半岛都市报《胶州新闻》推出“探访胶州老地标”系列，揭开时光的面纱，探寻旧
时故事。假如您手头有关于胶州的老建筑的照片资料，您知晓的古胶城的故事想要分享，欢迎拨打热
线电话83982811，让更多的人了解胶州的历史。

□半岛记者 刘静

漫步胶州城区，高楼大厦，车水马
龙。鲜有人会想到，胶州这所城市建城
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据了解，胶城
建城历史最早要追溯到商末周初（公元
前1046年）的古莒国都城——— 即现在
的三里河街道城子村附近，距今3000
余年，期间历经兴废。
胶城现址及建于唐武德六年（公元

623年）的板桥镇，之后北宋至金元为胶
西县，明清为胶州。胶州的州署衙门原在
“土城口”一代，即今广州南路西侧、国货
购物中心、亚朵大酒店附近。元朝末年，红
巾军从海上登陆攻打胶城，大肆洗劫，居
民被屠戮殆尽，胶城焚毁。明朝建立之后，
州署衙门已难以恢复，于是从1370年移建
州署于新城。新州署位于新城十字口的西
北部，内有操办公务的房舍及处理民事和
刑事案件的大堂，门口立有大狮子，建筑
威严气派。胶州州署前后迁移两个地点，
经历了元、明、清三个朝代，历时600多年。
期间经历多次修缮，直至1958年前后“大
炼钢铁”时才随内城一起最后拆除。
胶州古城内城的西北部分，是历代

州署的所在地。州署坐北朝南，胶州人称
之为“老衙门”。老衙门当时是什么样?半
岛记者查阅相关文字、照片等资料了解
到，当时，老衙门两旁有一对石狮把门，
威风凛凛。走进衙门，首先是胶州州署的
照壁，它与大门的正门相对，起着遮蔽和
装饰的作用，古时照壁面对正门一面画
有一只奇兽，用以震慑官吏勿徇私舞弊、

贪赃枉法。至1912年改画成总理遗像和
书写总理遗嘱、遗训。
照壁之后就是衙门大门，大门外东

设申明亭，西为旌善亭，于明洪武五年
(1372年)建。正门的两侧设一间门房，东
间安放一只大衙鼓，用以集散曹吏和击
鼓告状鸣冤。大门内坊书“天威咫尺”四
个大字，意思为天威不远。至1929年初
易写“天下为公”四个大字。进大门沿中
甬道北进便是礼仪门，简称仪门，其为官
署的第二道门。在仪门的两侧，设有角
门，仪门一般不开，当上级官员前来或者

进行重大案件公开审理时才会打开。由
仪门北进，至大堂前甬道正中便是戒石
亭，在戒石亭的东西分别是班房和书吏
房的厢房，三班六房是州衙吏役的办事
处所，也是吏役的总称。
而位于州署中心位置的便是大堂，

门首匾额书“亲民堂”三个大字，此额至
1929年改为“大礼堂”。大堂是知州办事
和审理案件的地方，其制五间，宏伟壮阔，
它标志着知州在一州的核心地位。过大
堂北进便是二堂，其制也是五间，是知州
审理案件时休息和准备的场所。二堂以

东的厢房，为库房，以西的厢房为炉房，也
称银炉，为官设铸造宝银的机构，兼营银
钱业务，操纵一州的金融。二堂以北还有
三堂，其制也是五间，是知州接待上级官
员、议事和审理机密案件的地方。此外还
有书房、东西两院、马房、厨房、狱神庙和
监狱等，共计房屋130间。
根据史料记载，胶州州署衙门历经

风雨，历代知州重修，解放后仍比较完
整，1958年前后“大炼钢铁”时才随内
城一起最后拆除。

□半岛记者 张超 通讯员 高绪红报
道

本报讯 10月23日上午，周大爷在
路口被汽车刮倒，肇事汽车逃离现场。国
网胶州市供电公司信通班的马钰麟和高
新绪发现后，报警并通知了周大爷的家
属。周大爷出院后几经打听找到两人，并
送上锦旗表示感谢。

老人骑电动车回家被车刮倒
10月23日上午10时许，69岁的周大爷
从银行取钱后骑电动车回家，在行驶到澳
门路和珠海路路口时，被一辆右拐的车刮
倒。“当时我就倒地了，脑子蒙了好一会。”
周大爷介绍道，刮倒他的车直接离开现场，
他缓了好一会后自己爬起来坐在地上休
息，感到头上热乎乎的，才发现地上已经流
了很多血。受伤让周大爷在现场手足无措。
这时国网胶州市供电公司信通班的

马钰麟和高新绪刚从南关供电所的修完
投影仪准备回公司，驾车通过该路口，在
澳门路等红灯的时候，他们发现前方路
边上躺着一个人，还有一辆倒地的电动
车。等绿灯刚一变亮，马钰麟就把车子开
了过去上前查看。

路口车辆帮忙报警
“当时周大爷他头上流着血，地上还
有一滩血，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是被汽
车刮倒了，而此时肇事车已经不见踪
影。”高新绪介绍道，再问他家里人的联

系方式，周大爷却精神恍惚地说不出家
人的电话，还一直念叨着要回家。见此情
形，他俩一边安抚着大爷告诉他要去医
院检查。一边打了报警电话，并按照要求
保护好车祸现场，又打了120急救电话。
20分钟后，120急救车赶到，小马和小高
帮着把大爷抬上救护车，又和护士一起
从大爷的手机里找到了他女婿的电话号
码，通知了他的家人。看着大爷被救护车
拉走，两个人松了一口气。
回公司之后，他俩谁也没提这事，一

周后，班长的手机里收到一条车辆违章
罚款短信，两人救人时违章停车被交警
监控抓拍，班里的同事们还不知道他俩
人做了一件大好事。好在两人及时到交
警队说明了情况，交警把违章取消了。

被撞老人几经波折找到当事人
被撞的周大爷出院后希望找到帮助

他的两个人，让孩子到交警大队调出了
当天的监控，通过面包车的车牌，一查是
供电公司的车。由于周大爷对供电公司
不熟悉，第一次找到了位于海尔大道的
东部工作区，第二次才找到供电公司，并
确认了面包车是公司用车。11月18日，
大爷第一次见到了小马、小高，11月20
日，大爷再次来到公司，送上了锦旗。大
爷一见到俩人，就激动地拉着他们的手
说：“我住了20多天医院，出院后第一件
事就是想找你们，说声谢谢，你们这两个
小伙子是我的恩人呀！”

□半岛记者 刘静 通讯员 冯东明
赵亮旭

“我们那个时候参加战斗，条件比较
艰苦，所以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你
们要好好学习……”11月21日上午，在山
东省军区胶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内，98岁
的“老兵”张玉佩叮嘱前来看望他的小学
生们。当天，学生们在干休所人员的带领
下，分四队看望了四位平均年龄92岁的
“老兵”，面对面听他们讲过去的故事。
11月21日上午，山东省军区胶州离
职干部休养所内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
人”，来自第二实验小学的41名同学在
老师和干休所人员的带领下兵分四路

到达“老兵”家里。据干休所工作人员介
绍，此次探访的四位“老兵”都是1949
年以前入伍，经历过多次战役，立过不
少战功，平均年龄92岁的老首长。为了
这次“面对面”顺利进行，他们也都做了
准备，穿上军装、戴上勋章，将过去的故
事，一一讲给小学生们，并勉励他们好
好学习。
“干休所院内共有10名老首长，他
们最大的年龄98岁了，平均年龄都90以
上，有的身体比较硬朗，有的也有点行
动不便，但精神面貌都特别好，小学生
们到来，他们也都非常高兴。通过这种
面对面交流，更好地传承红色精神。”干
休所负责组织此次活动的工作人员说。

古州署历经风雨六百年
胶州城池几经变迁，州署衙门曾有房屋130间

探访胶州老地标。

传承红色基因，听“老兵”面对面讲故事见义勇为救人不留名 周大爷四次寻访表衷情

小学生
与老兵面对
面，聆听过去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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