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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越来越热，不全是“天注定”

夏天天热还是新闻？七八月份
本就是一年中气温最高的时候，不
热倒有些不正常。可最近，“高温”成
了多地的新闻热词，是不折不扣的

“热点”。
实在太热了，人们不得不拿出

娱乐精神调侃天气，笑称自己是“热

锅上的蚂蚁”、“和烤肉只差一撮孜
然”。还有人把鸡蛋、生牛肉、鲜虾仁
放到滚烫的马路上，直到烤出香气。
山东虽不是“高温区”，但本报六路
记者的实地测温也显示，部分地点
午后最高温在40℃以上。

气温升高有它的自然原因，比
如副热带高压强度明显强于历史同
期、大气环流异常等等，但人为造成
的“热岛效应”正成为推高城市气温
的推手之一。媒体报道，上海自1990

年代以后，市中心与郊区的气温差

明显加大，“热岛效应”强度日趋增
强。还有报告显示，珠三角城市超过
40%的升温来自“热岛效应”。

鳞次栉比的高楼、轰轰作响的空
调、马路上越来越多的小汽车，将热
量一点点聚集在城市，将其变成“热
岛”。与此同时，城市绿地、树木因为种
种原因被占用、砍伐，节能材料在部
分地区推广遭遇难题等等，进一步让
城市环境改善比较费劲。说白了，“热
岛效应”其实就是一种“城市病”。

城里热，人们可以去郊区和农村

避暑，但“城市病”最终还是要靠城市
自己来治。对城市承载力的科学评
估、对城市空间布局的合理规划、对
城市管理系统的完整设计，或许能在
一定程度上降低城市的“热度”。

说得具体一些，比如通过设计
科学的公共交通路网，减少人们使
用汽车出行的几率；鼓励使用节能
材料，减少能源消耗；设计城市空间
布局时，注意形成易于通风、散热的
结构等等。一个成功的案例是，上海
世博会期间，将大部分园区的建筑

和展馆进行架空，让东南风从建筑
物下方徐徐吹过，在世博园区内形
成阵阵“穿堂风”。这些，其实不算什
么新鲜话题，与多年来提倡的绿色
发展在目的上是一致的。

8月到了，“烤验”还将与我们不
期而遇。老天安排的“副高”我们无
法改变，但我们对“热岛效应”是可
以有所作为的。让绿地多些，让公交
舒适些……通过政府和市民的努
力，我们得让那些自嘲的人不再无
奈地“热中做乐”。

本报评论员 马云云

葛齐鲁视点

姬生辉

“兖州城管划定摊位、规范
时间，让摊贩免费经营”，是我
从热线得到的线索。联系到湖
南临武瓜农被殴致死、北京男
子陪女儿“练摊”被打等新闻，
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事有料，不
过会有这么好吗？这样的“正能
量”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详见本
报A14版)

联系兖州城管部门时，他
们是低调的。打过电话两三个
小时之后才给我回电，同意接
受采访。近日来充斥于舆论中
的城管“负能量”，或多或少会
对他们有一些影响，但公开是
了解和信任的前提，打开一个
面向公众的窗口，正能量才能
传递出去。

多年来，小摊贩无序经营
一直是城市管理中的难题，考
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智慧。由于

小摊贩多是自谋生路的低收入
群体，能否经营关乎他们的生
存，但作为职能部门，城管部门
又必须规范甚至是取缔他们。
直接的对立关系，再加之双方
沟通不畅、互不理解，频繁发生
冲突就不可避免了。兖州城管
部门一名工作人员就无奈地跟
我说，在很多人眼中，城管队员
都是眉头紧锁、凶神恶煞的模
样，“我们也不愿意这样，但笑
脸相迎哪个小摊贩听你的？”

问题的存在是为了解决。
采访时我了解到，兖州城管部
门的负责人曾在法院工作过，

“人性化执法”、“堵疏结合”是
我听到最多的词语，这或许也
是兖州城管推出此项举措的背
后原因。

城管部门首先放下架子，
将原本的“管理”变为“服务”，
将事后监管变为服务前置，不
再单纯地对小摊贩进行打压和

取缔，从根本上解决了“打游
击”、“满街跑”的状况。可以说，
只有当小摊贩保住了饭碗，城
市才会更有面子。

“以前我们见了城管队员
就跑，现在见面会闲聊几句。”
一名小摊贩这样告诉我。其实，
这是一种很高的评价，城管、小
贩都从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
矛盾才更容易化解。

两天的采访下来，我确信
城管中的大多数人都愿意在市
民面前树立正面形象，他们中
的一些人也确实在动脑筋想办
法。作为旁观者，对不文明的城
管，我们可以批评，不过，对于
积极有益的探索，我们也不要
吝啬掌声。毕竟执法和管理人
性化的城管越来越多，受益的
将不仅仅是那些小摊贩，最终
也会让我们生活的城市更文
明。

(作者为本报济宁站记者)

记者手记

保住摊贩饭碗，城管也能受益

回音

硕士上技校

社会风气也是原因

编辑同志：
昨日《齐鲁晚报》刊登了《硕士上

技校拷问教育同质化》。古人有言：万
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虽然现代社
会价值观已变得多元，也有很多人转
行从事以前被认为是“下品”的职业，
但一个文学硕士如此去做，还是让人
觉得这是一个事，和人们的心理认知
有落差。

其实，这样的事情出现也有必然
的因素。一部分人去报考文学类的研
究生，可能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对这
个专业感兴趣，只不过觉得这个专业
比理工类的要好考。考上之后又找不
到好工作，转行对这些人来说，可能
就顺理成章了。其次，社会风气在变，
重知识，也重金钱和关系，文学已没
有以前那么高的“地位”。第三，高学历
者多了，就业压力增大。好的工作很
多人抢，还有明里暗里的规则，这就
逼迫高学历者为了生存，不得不退而
求其次。 (青岛读者 于涛)

据《德州日报》报道，日前，宁津
县第二季度县直部门服务窗口科室
网络评议结果揭晓：61个县直部门
的145个科室窗口，根据388名群众
的网络投票排出了位次。今年以来，
部门共针对网络评议建议，推出服
务新举措350多项，全县信访案件同
比下降19%。

——— 网评县直部门，给的是压
力，换来的是工作的动力。把平时的
工作做好，网评时才不会手忙脚乱、
排名靠后。

据《淄博日报》报道，淄川区岭
子镇党委在全镇29个村居推广党员
积分制管理模式。“积分上墙公示，
分数比别人少了就觉得丢人。要想
不落后，就得遵守纪律、多做好事、
尽职履责。”

——— 积分制管理，让党员分出
了“高下”。偷懒、混日子的肯定藏不
住了，为民办事的会多起来。

城事速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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