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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指示牌上应有“大方向”
□杨曙明

【泉城快评】

笔者前不久去北戴河，看到很多
路口处都有道路指示牌。指示牌正面
是附近道路的指向，背面则是交通地
图。交通地图类似我们在公园内常见
的位置示意图，上面显著标有“你现
在所处的位置”。虽说地图受面积所
限比例尺较大，但主要道路还是标示
得很清楚，游人只要驻足查看片刻，
根据所处位置就很容易识别方向，且
大致也能知道想去地方的路途远近，
让人觉得十分方便。

如今的泉城很繁华，但在各个路
口处尚没有这种道路指示牌。一些公
交站牌背面倒是有“公交便民乘车示
意图”，但这些示意图却是“千人一
面”，不仅没有“你现在所处的位置”，

而且标示的也仅是主城区的主要道
路。譬如环山路、千佛山东路等，路途
不熟的人即使处在这些路上，也很难
从示意图上找到位置，更别说识别方
向了，由此，“便民”就被打了折扣。

如今，来济南的外地游客越来越
多，虽然各个路口处大都有悬挂在空
中的道路指示牌，但受面积所限，不
可能把附近道路都标示明白。如果
在街头路口处设置指示牌，就能够
解决这个问题。再者，带有“你现在
所处位置”的交通地图，使用效果
明显要好于时下这种“公交便民乘
车示意图”。因为别说是外地游客，
即使是济南本地人，住在槐荫区的
不一定熟悉历下区的地理环境，住在

市中区的也不一定熟悉天桥区的地
理环境。

由于济南城区面积较大，设在街
头路口处的交通地图不可能全面而
详细。为此，笔者建议，不妨根据具体
位置，采用放大局部的办法，以此来
增强交通地图的使用效果。当然，此
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人家北戴
河既然能够做到，我们泉城也应当能
够做到才是。

“十艺节”越来越近了，届时将有
数以万计的外地游客云集济南。笔者
以为，完善、细化我们的服务环境、设
施，还有许多迫在眉睫的工作要做，
增设道路指示牌和交通地图不是可
有可无的，而是必不可少的。

毁绿种菜，“吃”思维作怪
□邱蕾

如今，在路边绿地或小区绿地
里毁绿种菜的大有人在，本来的绿
油油一片，却变得杂乱无章，风一刮
雨一下还容易造成水土流失。这种
不文明现象很让市民与城市管理者
头疼。

在毁绿种菜的背后，是个别人
并没有把绿地资源当成重要战略资
源来看，没有深刻认识到其重要的
生态环保作用，以至于实用主义至
上。在他们眼里，绿地里的花草是没
用的，长在那里浪费地儿，再漂亮也

不能当饭吃，哪有瓜果蔬菜实惠？近
日，媒体上还曝出一官员的“雷语”，
这名官员问专家江豚是否好吃，在
得到否定的回答后，不解地说不好
吃那还保护啥。

记得无论是教科书还是字典
里，提到某物时，比如竹笋、螃蟹之
类，解释的句子里往往都会出现什
么味道鲜美、皮毛可做什么、骨头可
做什么之类的字眼。在这样的习惯
性思维里，人们看到花草树木等，想
的做的总是如何占有它、吃掉它，满

足一己之私。而不是远远地欣赏它、
保护它，缺乏对万物生命的尊重。

存在即有价值，世界上并没有哪
样生物百无一用，它们与我们共同组
成了这美丽缤纷的万千世界，才让世
界变得多元而富有生气。我们评价它
们的标准，不能再像现在这样单一、
片面、狭隘了，我们需要树立正确、
健康、有益的自然观，以及对待万物
应有的敬畏的态度。只有这样，那种
盲目毁绿种菜的不文明现象才会彻
底遁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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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艺节”越来越近了，完善、细化我们的服务环境、设施，还有许多迫在眉睫的工作要做，增设
道路指示牌和交通地图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不可少的。

【七嘴八舌】

老年公寓不能
只盯一个“钱”字
□曲征

据《齐鲁晚报》报道，省
城一家老年公寓从7月起提
价约60%，许多老人直呼“住
不起”。老人们反映，公寓里
硬件设施和服务未见提升，
提高收费没有道理，公寓方
则称这是为了维持经营的无
奈之举。

尽管目前对老年公寓的
收费，物价部门并没有指导
标准来规范，属于社会机构
自主定价，但也不能漫天要
价。老年公寓毕竟是具有公
益色彩的综合管理的住宅类
型，属于机构养老的范畴，从
担负社会养老职责的角度出
发，老年公寓既要顾及经济
效益，又要看到自己的社会
效益，不能两眼只盯着一个

“钱”字。
此外，“以人为本、孝行

天下、服务老人、回报社会”
已成为目前社会对老年公寓
的基本要求，也是老年人垂
青老年公寓的原因之一。提升
服务质量而低端收费，理应是
老年公寓秉持的原则之一。

依笔者之见，随着人口
老龄化进程的加剧，政府部
门理应按照《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创造条件多修建一些
老年公寓并增加财政投入，
完善对老年公寓的扶持政
策。对于老年公寓的服务、设
施、收费，也要有一套细致入
微的规定，防止老年公寓随
意涨价，以保障老年人的合
法权益，让他们安度晚年。

【泉边说事】

遏制马路开拉链
要纳入立法管理
□亓学泉

目前，济南市有多条道
路正在维修，半个城市的交
通近乎“瘫痪”。除了一些道
路时隔多年确实需要大规模
改造外，不少在修的道路都是
重复开挖，实属“开拉链”，让居
民不堪其扰。有的道路甚至前
前后后被挖开六七次之多。

笔者觉得，马路开拉链现
象之所以频频出现，固然与城
市道路功能变化快有关，但也
不排除相关方面缺乏长远眼
光、设计不科学，甚至工作上
粗枝大叶、丢三落四。

窃以为，延缓省城道路
使用寿命，从根本上杜绝拉
链马路现象，外地有成功经
验可供借鉴。比如，南京市规

定，新建道路5年内、大型翻
建道路3年内不得开挖地下
管线。这种利用最低年限进
行限制的办法，无疑对遏制
拉链马路现象起到一个威慑
的作用。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除
了用时间来限制外，还须尝
试着打出“组合拳”。首先，凡
是牵扯道路的改造、开挖、管
护均要实施立法；其次，在立
法的基础上，公开限制条件，
请市民监督；第三，谁设计、
谁施工、谁监理，都要清清楚
楚，可以追根溯源，实行倒查
问责和终身负责制。只有实
行多管齐下，马路开拉链现
象才可能大为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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