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听证可以多听会外民意

给校长的信写出了公益精神

读者来信

□张刚

葛齐鲁视点

本报记者 马云云

28日，济南大学大三女生凌
甜（化名）给省内101所高校校长
寄出了挂号信，呼吁大学校园
扩建女厕，以解决女大学生在
校园里如厕难的问题。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她表示自己
就经常遇到类似的尴尬。之所
以这么做，是想为跟自己类似
的大学女生群体争取一点权
益。

一个尚在校园的女孩子，

做这么一件常人羞于启齿的事
情，的确有诸多不便。她能调动
的资源太少，只能央求自己在
其他学校的同学帮忙，有时候还
得自己跑到男厕“搞调查”。她费
了不少功夫、受了一些白眼，写下
的信件仍显得稚嫩，而且，也许
等不来应有的回应。

提起跑腿、写信这些“笨办
法”，凌甜并不觉得有什么难
堪。她也不太在乎别人对自己
的评价，只希望自己的举动能
引起校长们的重视，在必要时

发挥些许作用，那就足够了。
“做公益并不一定要轰轰烈烈，
一些小事也能帮助到更多人。”

提起“公益”，很多人第一
时间想起的，往往是那些博爱
无私、扶危济困的英模人物。但
如凌甜这样，从自身生活经历
中发现问题，并尽自己所能帮
助别人解决困难的做法，同样
展现着可贵的公益精神。她没
有太多的资源，也没有响亮的
名声，更没法拿出财物来赈济
别人，但她踏踏实实地跑过几

十个学校，印证了自己的判断。
在那些写给校长的信纸上，虽
然署的只是她自己的名字，反
映的却是更多女孩共同面对的
难题。

公益，有时候并不需要宏大
的主题，也不一定时时刻刻秉持
厚重的悲悯。对于普通人而言，眼
里看到他人有困难时不要刻意走
开，想着是否能去做力所能及的
事情，也就足够了。

（作者为本报时政新闻中
心记者）

按照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省人大等发布的公告，《山东省
供热条例(草案)》30日进行网上
立法听证。此次听证会陈述人募
集过程中，共有100多人报名，最
终确定11人为陈述人，与以往不
同的是，本次立法听证全程采用
网络交流方式进行（今日本报
A07版）。

需要注意的是，最终确定的
11名陈述人中：供热主管部门工
作人员2名，供热企业技术人员3

名，供热系统的人就占了5名，接

近一半。
笔者以为，从专业技术角度

讲，供热系统人员要比普通消费
者更为了解供热的运转流程，比
如“温度不得低于18℃”是否在
技术上有难题等等，他们的意见
更为权威，但从所持立场出发，
则给人一种普通消费者用户有
些少的感觉。当然，这些供热系
统的职员本身也是消费者，但是
在利益博弈过程中，他们能否真
正站在消费者的立场说话，任谁
也不敢保证。

笔者本人曾多次参加过水
气电暖收费的“调价听证会”，根
据经验，在这些听证会上，经营
者代表往往会大倒苦水，而听证
的结果大都是和谐涨价。久而久

之，“听证会”变成“涨价会”，公
信力大打折扣。

当然，此次立法听证，完全
不同于调价听证。该草案要明确
供热经营者、消费者之间的权利
与义务关系；同时将明确各权利
主体在违背权利与义务之后要
承担的法律责任，比单纯的涨价
更为严肃；供热条例一旦实施，
在未来一段时间，供热工作都要
在条例的框架内进行。从这个意
义上说，此次立法听证，较之一
般的调价听证责任更为重大，与
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更需要慎
重对待。

所以笔者认为，相关部门在
听取该听证会11位代表的意见之
外，也要注意到更大范围的民意。

因为民意的表达与传递，并非只
有听证会一种方式，地区经济发
展不平衡、用户贫富不均等实际
情况，也注定了民众肯定有不同
的声音。想要最大程度上保障全
省所有供热用户的切身利益，必
须广泛地收集舆情，综合考量。

另外，虽然有100多人报名参
与了本次听证会陈述人的募集，
展现了民众对于供热立法的关
注，但我省的供热用户恐怕要以
千万计，如此庞大的基数，却只有
百多人报名参加听证，说明民众
参与立法的热情还有待提升。只
有更多人报名参与听证，民意才
能得到更为全面的传达。

（作者为省人大代表、本报
“张刚工作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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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霾别

临时“抱佛脚”

编辑同志：
离立冬还有一个多星期时

间，但令人讨厌的雾霾天又来了。
29日上午，虽然济南下了一场小
雨，但雨停没多久空气就又脏了
起来。不得不让人感叹，这秋高气
爽的天气，如今是越来越短暂了。

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气温
进一步下降，加上又要开始集中
供暖，雾霾天气肯定会进一步加
重。照现在的情况看，恐怕不久之
后，省城又要重现去年那种“伸手
不见五指”的场面了。那一持续就
是十来天的浓重迷雾，现在想起
来都让人后怕。

去年媒体连篇累牍地围绕雾
霾问题做文章，让公众对雾霾之
害有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对抗雾霾，其实并不是跟天空对
抗，而是和我们人类自身对抗。我
国北方大范围的雾霾天气，除了
气候因素之外，跟产业结构的关
系最为密切。长期以来，以能源消
耗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造就了
这样的局面。重工业的废气污染，
以及激增的城市机动车数量，都
让我们的空气不堪重负。

既然原因都已经探清，要做
的只能是早下决心、快点行动。在
如今雾霾初现的时候，就要引起
足够的警惕。对于污染较重的企
业，该减产的减产，该关停的关
停。公众也应该早早响应“绿色出
行”的号召，从现在起就主动少开
一天车、多走一点路。像去年那
样，等到大雾围城的时候再想对
策，恐怕就要积重难返了。

有病要早治，对抗雾霾同样
不能临时“抱佛脚”。

（周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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