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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齐鲁晚报》10月21日报
道，省城山景明珠花园有部分业
主因为拖欠了近10个月的物业
费，交纳采暖费时遭到物业拒绝。

物业和业主各执—词，互不让步。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

其实这“捆绑收费”又何尝容易评
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之所以

会有今天的僵局出现，不过是从
前的恩恩怨怨所致，其中自然少

不了盘根错节的因果关系。简单
说来，没有物业费收入则物业公
司难以为继，而物业服务欠佳又
让业主不愿做“冤大头”，听起来
是“公”“婆”都有理。

如果双方还有“续缘”的念
头，既然物业也深明事理，坦承自
身工作确有欠缺，还把前十个月
的物业费打了七折，那么物业方
面不妨先动起来，犯不着非要认什
么“死理”，一方面赶紧把采暖费收
起来，另一方面把日常服务做到
位。应该相信，不讲道理的人常有，

而绝大多数业主一定是讲道理的。

只要服务工作过硬，谁好意思欠交
物业费？如果说双方之间确实结过
一点“冰”，那么先来“破冰”的恐怕
还得是物业，毕竟业主那边是分散
状态。至于前十个月的欠费，可以
先挂起账来留待沟通，在各让一

步的前提下逐步解决。

事实上，把采暖费与物业费
“捆绑”，也没有多少道理好讲。固
然可以把“代交”采暖费算作物业
服务的一项，可那更是替供暖方
服务的“代收”行为，无非就是在
供热企业与采暖用户之间，人为
地加入了一个中间环节，为的是
把本来的一对一关系“化零为
整”，减轻供热企业的收费工作
量，如果因此反给用户套了“金
箍”，那岂非事与愿违？

既然供热部门也不好强制物
业公司，那何不用其他中间环节
代替物业公司？譬如委托网点较
多的银行为采暖户办理交费卡。

如此“一码归一码”，居民不再劳
神，相关各方也好“一身轻”地去
做分内事。其实采暖交费卡早就
该办，但愿省城能够尽快推开。

“捆绑”采暖费不是理性办法
□林荣耀

格犀言利语

更多精彩评论详见齐鲁晚报报网互动论坛http://bbs.qlwb.com.cn

□张洪雷

据《齐鲁晚报〉10月21日报道，多

位市民遇到了这样的窝心事：专门跑了

老远的路到充值点充值，没想到网点的

网络坏了，等了很久都没充上。不少人

建议：公交卡充值点能否再多些，能否

开通公交卡网上充值业务。

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城市化水平

不断提高的今天，公交车唱主角，是快

速有效地分流人员、方便群众、减轻城

市道路压力、缓解城市交通拥挤的有效

途径，乘坐公交车使用公交卡，是便民、

惠民的有效措施，是大力发展公交事

业、缓解交通拥堵、减少环境污染的好

方法，应该大力倡导。笔者希望，公交公

司克服种种困难，认真去解决这个问

题，多设公交卡充值网点，不要让泉城

市民因为给公交卡充值一事而烦恼。

□卜祥奥

据10月21日《齐鲁晚报》报道，有

骗子假冒中国邮政的自动语音电话，骗

取群众的身份信息，并以设置安全措施

为由，借机将账户里的钱转走。这正

是———

语音电话有陷阱，新到邮包是个托。

利益诱惑加恐吓，让你先把信息说。

身份地址银行卡，电话确认违规则。

安全转账是圈套，这种骗局要警觉。

其实骗子不高明，不贪便宜能识破。

□钟倩

笔者是一位残疾人，出

门需要坐轮椅。近日外出打

车，在市区一繁华路口等了

二十多分钟也没有打上，其

间倒是有一辆出租车停了

下来，司机说，带着轮椅可

以，但是要多拿二十块钱。

平时残疾人打出租被拒载

的事情不在少数，周围的残

疾朋友也感到很无奈。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

二，一是残疾人腿脚不便，

上车下车比健全人占用时

间多，耽误出租车司机拉

客；其次，残疾人打车有时

带着轮椅，要放在后备箱

里，出租车司机嫌麻烦。从

利益链条上分析，出租车司

机出来拉客挣钱养家糊口，

谁不愿意“多拉快跑”？但

是，纵使有一百个理由拒载

残疾人，也有一个理由不能

这样做，因为你在拒载残疾

人等弱势群体的同时，丢掉

了最起码的社会良知。

残疾人属于弱势群体，

他们和健全人拥有同等的权

利，一次打车被拒，难道不是

一次心灵的被伤害吗？比拒

载还要严重的是，让他们失

去了尊重。面对出租车拒载，

城市管理和客运有关部门早

就出台了一系列的惩罚措

施，例如遇到拒载现象乘客

可以拨打举报电话等，但这

是不够的，不能从根本上杜

绝此现象。关爱残疾人，帮助

残疾人，不是嘴边的一句空

话，更多的是让他们得到便

利和实惠，让他们敢于“走”

出家门，打消后顾之忧，这需

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赵峰怡

据报道，在不久前举办的
2010济南地名文化论坛上，传出
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2004年济
南市地名协会统计的济南500条
老街巷中已经有168条消失，这些
名字也相应消失。而到现在为止，

据不完全统计，济南已有200余条
老街巷的名字消失。而这一切也
只是地名消亡危机的一个缩影。

与一座城市共存共荣上百年
甚至更长时间的老地名，犹如一
坛坛积年醇酒，已不仅仅是一条

街、一座桥，它们见证了这座城市
的沧桑巨变，封存着这座城市的
记忆，是城市的“名片”。然而随着
城市化的推进，城市长高了，长

“胖”了，变靓了，一部分“名片”却
消失了，也割断了济南历史文化
名城的文脉，城市的地方特色和
文化内涵随之逊色。正如济南市
地名办主任张宗治所说的：“一个
没有历史的城市是肤浅的城市，

同时一个没有老街巷的城市是一
个没有文化的城市。”因此，我们
要像保护地底下的泉脉一样，留
住地面上这些珍贵的老地名，这

是城市化理应补上的一课。

由于这些老地名的物理实体
已不复存在，这一课怎么补，是需
要费一番思量的。有专家提出，可
将老地名移植到新建筑和经过改
造的街巷上，或在区、社区、公交
站牌等载体上使用，这样就可以
更多地保留老地名，以使品位较
高、著名的老地名得以传承。由此
联想到，老地名也可植入看得见、

摸得着的文化墙、桥梁标示牌等
永久性载体上，实现人在城中行，

地名入眼来，继续它们传承泉城
济南悠久历史文化的使命。

安全转账是圈套

公交充值点

不妨多设几个

给消失了的老地名建个新“家”

格一家之言

拒载“轮椅”，

拷问城市的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