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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人管井盖要管到位才行
□付秀娟

【泉城快评】

据《齐鲁晚报》报道，为防止汛期问
题井盖隐患，济南市房管部门为每个井
盖都配备了专人管理。笔者觉得，这种
未雨绸缪的做法很值得肯定。

井盖伤人事件最近屡见不鲜，先
是21岁湖南女孩杨丽君在暴雨中坠
入长沙城区一无盖下水井身亡，后是
江苏徐州3岁男童坠落窨井遇难，几
天前又有一位长沙老太抱两岁孙子
走路时坠井，所幸掉落瞬间将孩子抛
出。6月9日晚，广西南宁遭遇暴雨，一
女子坠入下水井身亡。由此可见，一
个小小的井盖，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

大智慧。
汛期到来后，会给城市管理带来

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问题，尤其是给广
大市民的出行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各种问题井盖很有可能成为“马路陷
阱”。因此，笔者觉得，济南房管部门
采取的对问题井盖设专人管理的做
法很值得肯定和赞扬。

但是，笔者觉得，要想不让问题
井盖伤人，有关部门仅是设立管理人
员还不够，最关键的是要对设立的人
员起到良好的监督管理作用。譬如，
监督其对问题井盖在大雨前后及时

进行检查检修，对缺少的问题井盖及
时进行更换，以及在重点区域设立明
显的“危险标识”等措施。其次，不妨
采取设立社会监督员的办法，让附近
百姓参与到问题井盖的管理中来，让
问题井盖时刻处于有人管理的监控
状态。再次，要敢于对因责任心不强
而导致井盖伤人的问题，酌情给予相
应处罚。

总而言之，对于问题井盖的管
理，只有真正做到未雨绸缪，把工作
做到前面，才能杜绝和减少井盖伤人
事件的发生。

施工“温情告示”不给人添堵
□亓学泉

近日，笔者在山东大学洪家楼校
区晨练时看到，学校正在进行校区河
道改造工程，尽管流经校区的河道不
足3000米，工程量不算大，但施工单位
在所有的路口都张贴了醒目的公告，
这里不妨抄录于下：“为保障同学们
安全，学校设立名称为洪家楼校区
河道改造的工程，工程具体情况如
下：一、对河道两侧增设栏杆；二、对
河道地沟进行建设。在施工期间，请
师生们注意安全，给你们带来不便敬
请原谅！”

俗话说得好，“你敬我一尺，我

敬你一丈”。由此，笔者不禁联想到，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由低级到
高级、由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即使
当初建设得再漂亮，随着时间的延
长，进行一些修修补补可谓家常便
饭。而只要改造施工，对周围环境和
居民带来的影响就不可避免。我们
改变不了当下城市隔三岔五就要施
工的现实，但工程方完全可以通过
换位思考，在实施改造前发布施工
公告，制作一些温馨的提示语或口
号等，作为“安民告示”早一些告知
市民，这就如同人心换人心，四两换

半斤，从情感上博得市民的同情谅
解，最大程度地消融市民心理上的
不适及烦恼。

笔者以为，假设改造施工前不提
醒警示会导致市民心情百分之百的
添堵，那么，未雨绸缪地对施工改造
的注意事项公开告知，其内容越详
细，就越能得到市民的理解支持，造
成烦恼的比例程度可大大降低。在这
方面，山东大学洪家楼校区的河道改
造公告就是一个入情入理让人理解
的一个好例子，某种程度上也给我们
做好其他工作带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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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不让问题井盖伤人，有关部门仅是设立管理人员还不够，最关键的是要对设立的人员起
到良好的监督管理作用。

【七嘴八舌】

“谢师宴”别谢过了头
□韩桂香

又到一年毕业季，大四
学生离校的时候，都会不约
而同地组织聚餐，其中，“谢
师宴”几乎是必选项目。笔者
居住的小区附近有一所高
校，周围饭馆的生意最近很
是火爆，以谢师宴居多。有些
大学生不惜攀比选择高档酒
店，无形中提高了谢师宴的
成本，也让其变得功利起来。

如今，谢师宴在高中生
里也非常流行，近日一条微
博在网上引发热议，说的是
温州某校高三生举办谢师
宴，最贵的一桌3万元，每人
均摊1000元。天价谢师宴，让
尊师重道变了味，原本学生
用感恩之心答谢老师，到头
来沦为金钱堆砌的人情消
费，这不仅是教育的悲哀，也
是严重的社会问题。

笔者以为，在国家倡导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大氛
围下，谢师宴也 应 积 极 响
应，不仅需要“瘦身”，践行

“光盘行动”，更重要的是转
变理念，摒弃攀比与奢华，
用朴素的方式表达对老师的
感谢。

比如，可让谢师宴变为
“谢师言”，举办班级茶话会，
与老师坐下来进行交谈，送
上带有个人照片的感谢卡
片，写上祝福语等。即便是选
择与老师坐下来吃顿饭，也
不要铺张，一起动手与老师
包顿水饺，在互动中促进感
情交流，也很有纪念意义。

谢师宴不在于花了多少
钱，而在于学生内心对老师
有多少感恩，在于师生之间
的浓浓温情。所以，让谢师回
归到本来的样子，其本身也
是非常重要的感恩教育。

【泉边说事】

毛笔书法课为何难开
□冯勇

暑假将至，很多家长朋
友向笔者询问孩子报书法学
习班的事。其实，教育部早就
公布了义务教育阶段19个学
科科目的新课程标准具体内
容，在语文科目中，明确提出
小学三年级以上的学生要会
写毛笔字。

既然按要求学校都要开
设毛笔书法课，为什么相当
一部分家长还要在暑假给孩
子报书法班呢？一个不容忽
视的现实是，课时、师资、教
材等都是摆在学校、老师面
前的问题，毛笔书法课不是

想开就能开的。“现在的课既
有以往的文化课，还有心理、
英语等课程，课时已经安排得
想当满了，想要设书法课，这些
课时要从哪里挤出来？”教育部
的政策颁布伊始，大部分学校
的老师和管理者都对毛笔字
教育短期实施存在质疑，在他
们看来，目前的情况下想开设
毛笔书法课条件达不到。

笔者以为，因毛笔字进
课堂而凸显的“师资荒”恰恰
暴露出我们现行教育的软
肋，令学校陷入异常尴尬的
境地，个中缘由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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