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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说咱济南的事儿 拉咱百姓的理儿封二

施工别留“小尾巴”

@亓学泉：近一段时间，位于洪
楼广场附近的花园路一段铺设暖气
管道，可如今管道铺完了，但剩下的
回填用的沙土仍堆在路边，被风一
刮尘土飞扬。而且，沙堆所在的地方
正好是一个路口，沙堆挤占了半边
人行道，很多行人不得不到机动车
道上等信号灯，非常危险。如果管道
铺设已经完成，剩下的沙土请抓紧
清理走，如果施工还没结束，沙土还
要继续使用，那起码也要覆盖一下。

新修的马路咋没人行道

@付黎明：济齐路与黄岗路交
叉口往南的一段路，路面已经整修
完毕，崭新的路面看起来宽阔洁净，
但是路两边没有人行道，也没有划
分非机动车道，以致道路虽然宽了
但交通依然混乱。行人、自行车和机
动车并排在一起前行，导致机动车
不敢开快，行人也得小心翼翼躲避
汽车与其他车辆，彼此都走不快。希
望有关部门能尽快划分车道，让行
人和机动车都能各行其道。

借借力力十十艺艺节节，，让让生生活活更更有有味味
□葛亮

这是“崭新”的一周，最大
的新闻是十艺节来了。不管是
二环西路通车，还是新建的“一
院三馆”陆续投入使用，十艺节
带来的不仅有艺术，还有新变
化，让我们的生活也跟着发生
了改变。在这个收获的季节，让
我们乘着歌声的翅膀，享受艺
术带来的陶冶，感受更有味道
的生活吧。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济
南已为十艺节的举办做好了
准备。随着盛会的举办，济南

的城市发展、济南的文化氛
围，将走进更多人的视野。作
为泉城市民，我们要以文明
的举止、整洁的市容、向上的
精神，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
八方宾客。

十艺节的到来，让我们有
机会集中欣赏到更多的艺术。
而价格上的惠民，更是让我们
有可能亲身到现场感受艺术魅
力。十艺节将点燃一座城的激
情，让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更有
底蕴。

在为十艺节准备的过程
中，西部新城的开发建设，让济

南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双核
驱动的模式，有了更多的发展
动力。“一院三馆”的建设，则将
济南的文化场馆提升了一个档
次。而配套的市政道路等设施
和实施的环境综合整治，更是
提高了西部新城的整洁度和舒
适感。

十艺节是继十一届全运会
后，在济南举办的又一个大型
盛会。十一届全运会的举办，给
济南带来的不仅是东部新城的
建设，更是擦得更亮的城市名
片，让更多的人见到了天下泉
城的美丽。

一个宜居的城市，不仅要
有高楼大厦、天蓝水绿，还要有
丰富的文化生活。借助十艺节
的举办，我们看到西部新城在
崛起，我们也看到了新路开通、
新景呈现……更重要的是，借
十艺节的东风，不论是社区里
的文艺演出，还是剧场里以惠
民价格推出的话剧、京剧、地方
戏等，已让市民们过了不少瘾，
更多的人开始参与到艺术中
来。

关注十艺节，借力十艺节，
感受十艺节，城市在改变，我们
的生活也会更有味。

葛主编周评

葛剪友巷议

微评济南

需需要要文文化化大大餐餐，，更更需需要要““家家常常菜菜””

10 月 11 日，十艺
节将正式开幕，这对
济南来说无疑是一次
文化盛宴。但不容否
认的是，济南虽是一
座历史文化名城，但
目前的文化艺术氛围
与京沪等地相比还有
不少差距。借助十艺
节的东风，济南该如
何提升自己的文化氛
围？剪友们对此打开
了话匣子。

文化氛围还得提升

平时展览演出再多点

@李海：十艺节对济南来
说绝对是一次文化盛宴，但作
为普通市民，我们需要的不仅
是“大餐”，更需要平时的“家常
菜”。比如北京，平时各种演出、
展览特别多，不同年龄、不同文
化层次、不同经济水平的市民
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文化艺
术形式。济南平时的演出、展览
还是太少，还没有形成浓厚的
文化艺术氛围。因此，即使十艺
节结束了，也必须在平时多组
织一些文化演出。

发展文化艺术

当先振兴曲艺

@玉文：济南发展文化艺
术，我觉得首先应该从振兴曲
艺开始。近期，济南电视台播放
的《曲山艺海》，再现了济南曲
艺的辉煌历史。济南曾经是中
国曲艺界的四大码头之一，也
诞生了许多曲艺表演艺术家，
可现在能观看曲艺表演的只有
明湖居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场
所，观众更是少得可怜。如今，
北京、天津等地的曲艺市场红
红火火，我们不妨向人家取取
经，先把济南的曲艺振兴起来。

十艺场馆要为民服务

得充分利用好它们

@陶玉山：十艺节建造了
那么多一流的文化场馆，政府
应该在如何让这些文化设施更
好地为民服务上做文章，不能
十艺节一闭幕，就让它们闲置
起来成了摆设。同时，考虑到这
些文化场馆距离市区较远的实
际情况，有关部门应增加配套
设施，最大限度地解决交通问
题。一句话，把这些高标准的文
化场馆作为广大市民的文化阵
地和表演舞台，让大家积极踊
跃地参与进来。

杠子头话题征集

10 月 13 日，又到九九重阳节，
老人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如
今，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是，很多老
人都成了子女的长期“月嫂”。对此，
有人提出，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
根本没时间带孩子，找保姆又不放
心，老人有时间、有精力，应该帮着子
女带孩子；但也有人表示，老人就应
该安享晚年，不应再为子女受累，而
且老人在教育理念等方面没法和年
轻人比，不应让他们带孩子。该不该
让老人带孩子？欢迎您来表达看法、
碰撞观点。

参与方式：在群论坛跟帖，或发
邮件至 qlwbjzx@163 .com，杠子头将
获 100 元稿酬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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