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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下午，济南警方接到市
民举报后，查处了一个违规养犬
的商务会所。这家会所的楼顶上
藏着11只烈性犬，其中7只是凶猛
的藏獒。烈性犬被全部收缴，养狗
者被罚2 . 4万元(详见本报A06版)。

根据《济南市养犬管理规
定》，绕城高速内严禁饲养大型
犬，11只大狗确实也给周边安全

带来隐患。那个被查处的会所，应
该知道市里有规定，才把11只大
型犬“藏在”楼顶，这是对他人安
全的不负责。济南警方对此进行
严厉查处，维护了法规的权威性。

前段时间，藏獒等大型犬伤人
甚至把人咬死的悲剧屡有发生，省
里也有不少城市发生了狗咬伤人的
事。究其原因，确实有个别养犬人不
自觉，心怀侥幸的因素在。生活在同
一座城，维护社会秩序是每个人的
责任。因此，在城市里养犬也就不是
个人的事了，相关的管理规定是不

能突破的底线。那些明知有规定还
要养大型犬的人，有必要反思一下
自己的行为。

从不断发生的烈性犬伤人事
件来看，单纯依靠养犬人的自觉
很难解决问题，管理部门也要严
查违规养犬的行为。现如今，很多
城市出台了相关规定，但恶犬伤
人事件还是屡屡发生。如果管理
部门不严厉查处，不重视市民举
报，实际上是对违规养犬者的纵
容，难免有人会想，反正查得也不
严，养了大型犬又能怎样？面对烈

犬伤人的城市公害，管理者必须
将管理工作进一步明细化，不给
违规养犬者留下幻想空间。

当然，有些养犬者会想方设
法把狗藏起来，给执法带来难题。
应对这种情况，就需要广大市民
加入到铲除城市恶狗的队伍中，
发现大型犬、烈性犬，别总是碍于
面子不举报或是见怪不怪。市民
对违规养犬行为的举报，实际上
也是在监督相关职能部门的工
作。只有市民和警方共同努力，违
规养犬的现象才能减少。

治理违规烈犬需警民共努力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编辑同志：
昨日齐鲁晚报刊登了《没必

要扎堆抢买热点学区房》的文章，
有些不同的看法。

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全部分配
到初中学校，济南以行政措施抑
制择校，短期内或许能达到效果。
然而，在教育均衡目标下，个体化
教育需求就应该被漠视吗？

一个学校的教学理念、优良
师资、同学家庭背景以及长期积

淀的文化氛围等等，都可以成为
一个人教育经历的丰富因素，择
校的理由不见得只是奔着考个好
高中这么单一，这就如同去饭店
吃饭不只为了填饱肚子一样。何
况，在提倡中小学特色发展的当
下，杜绝择校，如何让孩子选择适
合自身兴趣与发展的教育呢？

被权钱染色的“择校”在今天
已然成为一个暧昧的词汇。其实，

“择校”应当是在教育资源天然均

衡的状态下，选择适合每个人个
性成长的教育。

在任何时候，真正的教育均
衡也绝非生源的均衡。政府部门
首先要做的是突破校际师资流动
这一瓶颈，实现教育经费的平均分
配，使每个学校硬件达标。在此基础
上，提供多样性的教育平台。果真如
此了，再让家长买学区房谁还会去
折腾？“择校”这个词儿也不至于
被异化了。 读者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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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校不全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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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速评

据《德州日报》报道，德州创建
国家园林城市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
阶段，将严格对照国家创城标准重
点抓好1788项创城任务指标。

——— 创城是个热词，不少城市
都在争创。成功与否，达标是关键，
但不是全部。创城中老百姓能否得
实惠，城市管理能否真正提升才是
最终的标准。

据《青岛日报》报道，海泊河汽
车站候车厅正对面的洗手间，不仅
乱收费，而且里面卫生环境很差。记
者采访了青岛市政公用事业局、市
规划局、市工商局、市物价局和海泊
河汽车站等五个部门，没有一个部
门能对其进行监管。

——— 好一个“牛气”的公厕！五
部门都管不了，难不成这事也要主
要领导过问？纠正推诿扯皮、只审不
管等官僚作风，不妨先从整改这个
公厕开始。

据《烟台日报》报道，“文明看交
通，礼让斑马线”活动至今已满4个
月。记者在路口一个小时的观察中，
发现直行路口仅有2辆车主动让人，
而右转车辆则无一车让行。

——— 文明行车习惯的养成，光
靠自觉看来远远不够。入刑有效降
低了醉驾数量，难道礼让行人也得
使劲儿罚？

据《济南日报》报道，机场路是进
出济南遥墙国际机场的一条重要通
道。近年来路面破损情况严重，早日
整修成了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市委
书记王敏要求，“给你们一年时间，机
场路及南延工程必须有突破。”

——— 既然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
题，早就应该解决。等到领导批评了
再去做，不光面子上不好看，相关部
门的管理水平和办事态度也真该好
好提升，切实整改了。

场馆托管后，别丢了公益性

□马辉

葛记者来信

2014年，第23届省运会将在济
宁举行。目前，济宁奥体中心建设
已进入扫尾阶段。近日，济宁市政
府宣布，珠江实业获得该场馆赛
事结束后的五年运营管理权。

这条托管之路，能否让耗资
巨大的场馆焕发生命力？托管之

后，又该如何兼顾公益性？
记者注意到，签约是在场馆

建设完之前进行的。有关负责人
说，这有利于避免建设与管理相
脱节的情况出现。先保障赛事再
进行运营的模式也有助于实现以
馆养馆、以场养场。

这条市场化之路真的如此有
用吗？记者发现，省外已有不少城
市进行尝试，并收到成效。例如在
江苏省，得益于企业化管理模式，
南京奥体中心营业收入年均增速

超过25%，收入已基本实现平衡。
“用了纳税人的钱建馆，就不

能再用纳税人的钱养馆。”这一要
求也在逼着体育场馆的运营围着
市场转，通过良性经营获得收益
后，再反哺公益性文体活动和场
馆维护。

当然，场馆托管后，要避免其出
现一味追求经济效益，而偏离了公
益属性的情况。尤其不能出现体育
场馆只注重经济效益，从而出现老
百姓进不去、进不起的情况。

济宁市副市长石爱作在签约
仪式上指出，选择和珠江实业集
团合作，就是按照政府“花钱买服
务”的思路，探索一条“体育部门
管理，专业公司运作”的路子，统
筹考虑场馆赛后运营和管理，实
现双方互利共赢的目标。

其实，这也要求政府不能在
体育场馆托管后“大撒把”，应担
负起监督者的角色，保证群众性
体育运动，满足市民的健身需求。

（作者为本报济宁站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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