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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室温高了市民心里也热乎
□雪樱

“你家里的暖气热吗？”这几天邻
居间见面问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话。笔
者发现，同一个小区、一个单元，甚至
家中卧室和卫生间的温度都会有差
别，不少市民对此产生疑问。笔者认
为，如果热力部门工作再积极些，老
百姓不但住着暖和，心里也热乎。

据《齐鲁晚报》11月16日C05版报
道，今年济宁城区新增3000余万平方
米供暖面积，很多新建小区首次集中
供暖，但是室温有差距，工作人员正
在加紧维修。笔者分析，暖气不热的
原因有很多，例如某些新小区换热站
在调试中，有的小区因管道施工导致

试供暖拖延，再例如顶楼常年没人居
住，暖气阀门关闭后，整个单元都要
受影响。市民毕竟不是专家，家中暖
气不热，只能打电话求助。

热力部门对暖气不热的原因做
了很多分析和解释，笔者认为，与其
去解释，不如安排技术人员到每个
小区，上门服务，尤其是空巢老人、

残疾人家庭，这样不仅能提高办事
效率，还能解决问题，有工作人员上
门，即使家中暖气暂时不热，市民也
不会抱怨。

烟台今年首次在居民区开通了
远程自动测温系统，可以及时监控

居民家暖气温度情况。这样不仅节
省人力，还能为市民带去诸多便
利。

有媒体称，济宁热力部门不仅积
极保障市民家中供暖，对各大中小学
校、福利院等也吹响了供暖“集结
号”，立下“一个都不能少”的保证。供
暖有很多细节要做，是一个庞大的系
统的工程，笔者认为，只要热力部门
从态度上高度重视，时刻将市民的需
求放在首位，多做一些“最坏打算”，

多采取些应急措施，多提供些上门服
务，积极保障供暖的质量，让市民住
着暖和，心里也不寒冷。

运河快评

近日，闲暇之余笔者

在济宁太白西路的“快活

林”散步，发现安装在护

城河北岸绿化带中的景

观灯部分被人为损坏，对

此深感痛心。

一个城市公共设施

的设置不仅反映了这个

城市的经济状况，更能体

现市民的整体素质。避开

浪费不说，单就从文明的

角度来讲就很不利于城

市发展。试想，当你兴冲

冲地迈进心仪已久的城

市，看到的却是残缺不

全、信手涂鸦的公共设

施，在印象中就对这个城

市大打折扣，至少它能证

明一点，这个城市的市民

素质有待提高。

为此笔者呼吁相关

部门对城市公共设施设

专人、分片加强管理，设

立专门监督举报电话，

对破坏公共设施的行为

加大惩处力度；广大市

民积极行动起来，主动

担负起维护城市环境的

责任，在遇到破坏行为

时及时上前劝阻制止，

对不听从劝告的破坏行

为及时取证举报，长此

以往，必能打击破坏者

的嚣张气焰。

景观灯屡遭破坏

让城市很“受伤”

□郑淑芳

受强冷空气影响，气

温骤降，让市民措手不

及。笔者近日在乘坐公交

车时，发现手抓到哪，都

是凉的，扶手、吊环、椅

背、坐椅无一例外。手触

之处，都是透心凉。

笔者在外地曾看到，

为了给市民提供一个温暖

舒适的乘车环境，很多公

交车在冬季都会在扶手、

吊环上缠上毛巾等厚物。

济宁的公交车不妨借鉴一

下外地的经验，也给市民

提供一个温暖舒适的乘车

环境。比如，可以在扶手、

吊环、椅子扶手等处缠上

毛巾等厚物，在椅背和椅

子上增加个垫子。事虽不

大，却让乘客感受到温暖。

也体现出公交部门心系乘

客的服务意识。

公交车穿“棉衣”

让城市更“温馨”

给乘客一个温暖乘车环境

□李玉美

11月16日上午8时

许，31路公交车堵在了济

宁附属医院路段。过往行

人、车辆混杂在各式各样

的摊点中，挤成了一团，

叫卖声、车鸣声此起彼

伏。

每天来医院看病的

人很多，大门口又有商贩

占道经营，行人车辆很难

通行。本不宽敞的道路一

到交通高峰期，更是被堵

得严严实实。这样的现象

让上班赶时间的人，焦急

万分。

事实上，在城区占道

经营的“重灾区”远不止

于此，除了小街小巷外，

甚至有些主干道上也有，

尤其是医院、长途汽车

站、公园、居民区等人流

量大的区域，都能看到各

类占道经营行为。

笔者认为，相关单位

要向市民宣传文明出行，

让市民自觉遵守交通规

则；还要加大治理力度，

严加制止各种占道行为；

此外最好在医院周围建

一处综合性农贸市场或

大型超市，以解决商贩占

道问题。

商贩占道经营

让城市很“拥堵”

□任广荣

15日，济宁市迎来供暖第—天，

也是入冬以来最冷的—天。为保证供
暖质量，城区两家热力公司均调高了
蒸汽、高温水的温度，确保供暖温暖。

然而，面对即将到来的寒冷天气，济
宁各级政府部门都在第一时间出台
公共政策。但是，笔者发现，那些没钱
安暖气的独居老人，他们在这个冬天
特别需要关怀。

据笔者了解，济宁城区，暂没供
暖的楼房不在少数，再加上留守在家
里的独居老人，数量并不少。对他们
来说，冬季尤为难熬。

大部分城市市民，夏有空调，冬
有暖气，而独居老人们却无法摆脱高
温与严寒的侵袭。

笔者认为，在寒冬来临之际，济
宁相关部门给他们提供些取暖设施，

例如，政府出资买一些电暖器、电褥
子，让独居老人家里也能热乎乎。或
者供暖公司给独居老人采暖推出一
些优惠，让他们享受到更多的温暖与
关怀。

作为社会一分子，我们全社会
都应该来关心这些独居老人，即便
是一声简单的问候，也是对他们的
关怀。

小“落叶”折射城市大管理
□钟倩

市民论坛

天冷了，不能忘了独居老人
□廖水南

热点评说

“北风紧，落叶急”，入秋以来，正
是树叶飘落的季节，环卫工人每天的
工作量比平时多了一倍。据《齐鲁晚
报》11月12日C03版报道，济宁市中区
市容管理局及时出台了应急预案，发
动人员走上街头组成应急清扫队，还
派专人收听天气预报和观察天气变
化。

毫无疑问，市容管理局的预案
非常及时有效，不仅减轻了环卫工
的工作负担，还体现了城市高效管
理水平。

除此之外，也不妨借鉴一下其他
省市的做法。例如，去年成都在中心城
区的12条街道和6个广场打造落叶景
观，形成天然的落叶景区，深受市民的
欢迎。还有，今年北京南宫堆肥厂向市
民回收落叶，一斤落叶能换半斤化肥，

等等。笔者认为，我们要根据当地的实
际情况，可以用“落叶”打造几条有特
色的街道或广场，让生活在城市钢筋
混凝土中的市民，也能看到季节变幻
带来的美景，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不
仅陶冶情操，也能放松心情，收获一份
特殊的“礼物”。

年年落叶，年年都要清扫和回收，

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能折射城市的
大管理。济宁市中区市容管理局的工作
值得标榜，笔者希望，除了继续发扬这

种做事风格之外，还要不断“创新”，总
而言之，让落叶回收尽可能多一些资源
化利用，少一些环境污染，使我们的城
市变得更加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