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6月26日讯(记者 赵松
刚 董惠 秦昕)本报“寻找问题
井盖”特别报道已经历时两周，发
现的破损井盖大部分已经修复。
26日，本报举办“寻找问题井盖”
论坛，邀请相关部门负责人和社
区居民参加，一起寻找井盖维护
的老大难问题。

从6月13日起，本报发起“寻
找问题井盖”特别报道，一方面，
本报记者多线出击寻找存在问题
的井盖，另一方面，由市民反映生

活中发现的问题井盖。两周时间
内，本报连续刊登多篇报道，并得
到有关部门的重视，90%以上的问
题井盖在第一时间得到修复。

但是，破解井盖难题并不容
易，井盖的管理与维护，也并非一
般市民所认为的那样，产权不清、
偷盗、多部门监管等问题，让一个
小井盖成为城市里的老大难。井盖
损坏，不仅影响市容，妨碍正常使
用，甚至会威胁到市民的生命安
全。26日，本报邀请市政局相关部

门负责人和普通市民，一起探讨可
行性方案，解决井盖维护问题。

论坛上，来自南胡社区的潘
校胜说，这几年水电气暖各种用
途的井盖越来越多。小区里有的
井盖破了，有人就用树枝子插着
做个标记，很长时间也不见有人
来修，他们作为普通的市民，不知
道要找谁，“小区里的物业不管，
我们就没有办法。”

跟潘校胜一样，对井盖问题，
来参加论坛会的市民都带着一肚

子的疑问和主意，想要得到一个
好的答复，或者把自己的一些想
法、意见与大家分享，出谋划策。
市民高尚英说，在井盖维护方面，
市民的保护意识有时候比部门维
护更重要，“大家都护着，才不会
有那么问题，好多井盖是人为破
坏的。”

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潍坊
市市政部门的与会领导也一一给
大家进行解答。潍坊市市政局养
管处稽查科科长唐邦献说，市民

发现的问题井盖，市政部门已进
行核查，本着“谁使用，谁管理，谁
维护”的原则，目前大部分井盖已
经得到修缮。

潍坊市政局市政设施科的慈
涛说，井盖维护最大的困难，是产
权不明确，找不到负责部门或者个
人。谈到如何解决该问题，他说，他
们会按照“谁使用，谁管理，谁维
护”的原则，在核实责任单位的同
时，也与各个区里主管单位以及社
区、居委会等协调办法解决。

本报邀请监管部门和市民一起破解井盖难题

市民保护和部门监管一样重要

白冬梅作为社区一员，她认为井盖丢失不
能只是政府部门的责任，应该全民一起对井盖
进行监管。

今年五十多岁的白冬梅回忆起她年轻的时
候说，“那时候是人人有难相互帮的时代，公
共设施很少有被盗现象，出了问题都会急着修
补。”而现在的居民公共安全意识越来越弱，
街边上要是有哪个井盖丢失了，过了几天都不
见得能有警示标识在旁边。

白冬梅希望井盖管理的相关部门，经常到
社区和机关单位宣传井盖的重要性。增强市民
的责任心，只要是看到损坏的井盖，能够主动
拨打电话，通知相关人员前来维修或添补新的
井盖，再就是要在井盖周边做警示标示。

同时希望相关部门定制奖罚信息，制定相
关细则，对提供信息的市民进行奖励。严惩偷
盗井盖的行为。

东庄社区居民白冬梅：

市民的责任心要提高

◎

东庄社区居民高尚英：

一个部门统筹全市井盖
来自东庄社区的居民高尚英，对于井盖问题，

她有一肚子的话要讲。自从武汉出现井盖伤人事
件之后，高尚英就非常关注井盖问题，她认为要管
理全市井盖，应该把井盖的归属权全部都统筹在
一个部门之内。

对于井盖丢失问题，高尚英希望井盖管理部
门能够“偷了能及时补，坏了能及时修，让百姓
放心走夜路。”

高尚英认为对井盖的相关负责部门，要理顺
井盖所属部门的管理范畴，要让每个井盖都有所
依管。“井盖虽小，但是小事不注意也能伤人
命。”

除了政府部门对井盖的负责，也要加强基层
单位，尤其是社区居民的爱护井盖意识教育。在
高尚英认为，井盖频繁出现问题，现在已经不单
单是政府部门的任务，“加强社区的教育和宣传，
让百姓知道井盖对百姓的重要性。”

◎

2013年6月27日 星期四 编辑：张浩 组版：郭晓妮

C10
今日潍坊

百姓论坛中，市政局养管处稽查科科长唐
邦献说，在前期报道了部分问题井盖后，他也
是拿着报纸挨个进行了调查落实。而经过核
实，曝光的问题井盖中，基本没有养管处直接
管理的井盖，绝大部分位于背街小巷、小区内
等，而对于这些井盖，市政部门仅负责监管，具
体维修还需要“使用单位”来负责。

可是现在潍坊中心城区井盖有供水、排
水、燃气、供热、电力、通信、路灯、园林等十余
家责任单位，很容易出现不同责任人互相推
诿、扯皮的问题。因而，井盖管理就是在啃“硬
骨头”，有时候，一个井盖由多个单位共同使
用，尽管如此，到了出现问题时，大家却都互相
否认。“没办法，那时候，我们只能挨个把各相
关责任单位叫来，一个一个的进行确认。只要
使用单位确定了，问题基本都好处理”。

另外，对于19号见报的部分井盖，唐邦献也
称，其中，玉清街、鸢飞路凸起井盖，和平路、北
马道街污水井盖均已经更换完毕，另外像长盛
小区内问题井盖，唐科长也先后五次去到小
区，在核实清楚责任单位后，承诺进行维修。

市政局养管处稽查科科长唐邦献：

井盖管理，
就是在啃“硬骨头”

◎

市政局市政设施科慈涛：

找不到“娘家”的井盖
将进行填埋

在谈及井盖管理这一问题时，市政局市政设
施科慈涛说，近一段时间，各地窨井吞人的惨剧不
断发生，也给各地井盖管理敲响警钟。市政局作为
潍坊井盖管理的牵头部门，也先后集合井盖所有
相关产权责任单位开了两次会议，目的是让各单
位加强巡护，并对存在隐患的井盖及时进行改造、
更换等。

慈涛称，从前期到目前的情况来看，井盖管理
取得一定进展，但无可否认还与群众期待有一定
差距。对此，慈涛介绍，真正产权明确的井盖，一般
不存在问题，维修率能够得到保证。

但也有一些老大难。这其中，除去因井盖产权
不清，造成推诿扯皮的一部分，其次，就是一些沿
街商户自己设立的井盖，后来沿街业户经历转租
等，责任人也确实很难确认。另外就是由于历史改
造原因，一些废弃井盖确实找不到“主人”。对于这
些老大难问题，今年经过整治也已经解决一大部
分，但还有一些还得慢慢“啃”。

对于无主井盖，下一步，市政局也决定在认真
核查以后，对实在找不到“娘家”的井盖，先通过媒
体公示后，再逐步安排进行填埋、消除隐患。

◎

南胡社区的潘校胜说，不管是在
小区里的井盖，还是在公共道路两边的
井盖，总是有一些井盖坏得比较厉害，

“在一个地方的井盖子，有的还挺好，有
的坏了，这就是居民注意不注意的问题
了。”他说，维护城区井盖，首先要做好
这方面的宣传，提高居民的觉悟。

“被偷了的井盖，咱们防不胜防，
那个只能让公安去查，让负责的部门
去补。但是，其他的情况，就需要大家
一起来维护。”潘校胜说，有些小区里
的井盖装上没多久，就坏得很严重，

“井盖子裂缝了，或者塌了下去。”对这
些问题，潘校胜认为，是附近的居民使
用不当造成了井盖提前“退休”。

潘校胜说，社区里的宣传活动不
少，但是对维护井盖这方面却很少听
说过，导致居民对这方面的认识比较
少。有些人觉得，井盖子很结实怎么压
都坏不了。实际上，它是路上最薄弱的
一个地方，经不住大型车辆的长期碾
压。潘校胜说，希望能够有这方面系统
的宣传，让社区里的居民提高认识，保
护大家的公共财产。

南胡社区居民潘校胜：

井盖是大家的，

维护也要靠大家
◎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赵松刚 董惠 秦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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