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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齐鲁视点

记者来信

治堵根本

在改善管理

日前，济南市综合交通调
查报告正式公布。调查显示，很
多市民对于交通拥堵，出行速
度缓慢表示不满。

然而，从调查数据来看，交
通拥堵的原因，或许并不仅仅
是因为车辆增多。数据显示，开
车出行者为15%(周末23%)，这
说明平日开车上路的人，并不
是想象的那么多。

但交通状况不理想的原
因，在笔者看来，首先是济南作
为一个历史古城，城市格局已
经定型，尤其在市区内人多路
窄，遇到一些客观因素就极易
发生“肠梗阻”。二是城市规划
及管理欠账太多，居民生活圈
不完善、道路建设缺乏前瞻性
等等，都造成了道路拥堵的局
面。

公共交通是缓解道路拥堵
的方法之一。但是数据显示，日
常选择公交出行的人，也只有
18%。选择步行、电动车的占了
大多数。虽然这几年济南公交
有了较快发展，线路已有100余
条，车辆4000余辆，但它与市民
的出行需求还有较大的差距。
如停车场地的不足限制了诸多
线路的开辟、频繁的道路施工
使公交线路改来改去、公交专
用道路常常被挤占等。提高乘
客满意度不是增加几个班次、
开几条线路这么简单，要有完
整、科学的线路网和行车作业
计划才行，在软、硬件建设上满
足市民的合理需求。

(济南读者 何百合)

供暖提质离不开服务“升温”

冬天即将来临，再过半个月，
集中供暖季也将正式开始。30日，
全省冬季供热供气工作视频会议
在济南召开，会议上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强调，提高
供热质量和效果，是我省一项重
要工作。

供暖，是与民生息息相关的
大事，目前全省的集中供热普及
率已经达到了60%。可以说，供暖质
量的高低，直接牵动着千家万户的
心。供暖质量要得到真正的提升，
供暖企业摆正位置和心态，增加

服务的“温度”也是至关重要。
近几年来，我省的集中供暖

质量有了一定的进步，已有不少
居民区实现了分户供暖、计量收
费。但总体来看，问题依然不少。
有些新建小区由于入住率不足，
供热企业不予供暖，住户只能守
着暖气片挨冻；虽然有“室温不到
16℃可以退赔采暖费”的硬性标
准，但用户无论在取证还是索赔
的过程中，都会遇到百般刁难；而
反映问题得不到解决，各部门推
三阻四的情况，更是比比皆是。服
务态度的冷淡，让很多人在忍受
着寒冷的天气之外，心中又多了
一丝寒意。

出现如此局面的根本原因，
在于用户与热企之间，难以形成

对等的博弈局面。虽然双方之间
是消费与供给的契约关系，但热
企却处于相对的强势地位，因为
用户由哪一家热企供暖是固定
的，不可能有更多的选择权。而在
提前缴纳了供暖费之后，用户们
也很难找到有效手段，去左右热
企的行为。无论煤炭价格如何波
动，热企总是天天喊亏损，用户们
根本没有置喙的权利。而供暖过
程中的“跑冒滴漏”等损耗，往往
也要转嫁到终端用户头上，由他
们来埋单。类似的问题，几乎每年
都会被提起，但始终得不到有效
解决。

因此，政府部门对热企服务
的监管，就显得尤为重要。在30日
的会议上，相关负责人再次强调，

供暖季节严禁“连坐”、“捆绑”供
热。对入住率低的新社区，要研究
采用技术措施、差别价格、开发商
代偿等办法，降低供热损耗、弥补
供热亏损。符合计量收费条件的
小区，如果居民强烈要求计量收
费，对于拒不执行的热企，将予以
处罚。

如果这些做法能够落到实
处，相当于给供热企业上了一道

“金箍”。热企应该明白，集中供暖
的“集中”，只是一种热能供应方
式，并不代表着可以忽视用户的
个人选择。打着“集中”的名义搞
一刀切，其实还是服务意识不到
位。另外，增加利润应该从企业管
理、技术升级等方面要效益，而不
能天天算计用户。

别拿万圣节忽悠小孩子
王皇

继圣诞节、情人节等洋节被
炒热之后，“万圣节”又被作为一
个新的时尚符号，进入了我们的
生活。这个在西方称为“鬼节”的
节日，因其新奇、刺激的气氛，得
到了不少人的追捧。

成年人参与万圣节聚会，化
装一下找点开心倒也无可厚非。
但眼下，“万圣节”风俗正在走进
低龄的孩子，在记者看来，却有些
不合时宜。

在济南的超市，向孩子们出

售的万圣节装备琳琅满目。亦有
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选购，参
加同学们的万圣节聚会。记者在
采访中发现，有学校从一年级开
始，就有“万圣节”装扮活动。孩子
们扮作鬼怪，闹着吓人讨糖吃的
恶作剧。而在一些营利性的英文
培训班中，甚至连四五岁的孩子
都开始过起了像模像样的“万圣
节”。

虽然这些活动大部分以游戏
的方式出现，但其中仍旧不乏骷
髅、魔鬼、巫师、鬼灯等元素。这些
东西很能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

但也可能产生潜移默化的消极作
用。相关专家就认为，恐怖的形象
可能长期留存在孩子的大脑中，
随着年龄增长将不时隐现，对他
们日后性格的形成会产生影响。

所以，家长们应当引起注意，
不能因为热闹便让孩子去参与此
类的活动。而教育机构主动组织
这样的活动则更不应该，因为向
未成年人传递恐怖迷信等信息，
本身就有悖于教育伦理。

让孩子从小了解接触西方文
化是好事，但要在方式上有所甄
选和鉴别。当他们长大一些，向他

们系统地讲述万圣节的文化，应
该是更好的办法，而非照搬照抄，
更不能为了赚取利润，不顾孩子
们的身心发育，甚至故意炮制热
点，去炒作这个本来跟中国人没
有关系的“洋节”。

实际上，在我们中国的传统中，
并不乏弘扬真善美的节日。清明节
的风筝和元宵节的花灯，温暖了无
数人儿时的记忆。而如今，这些节日
却屡屡被“洋节”抢去风头，不免让
人惋惜。我们的教育方式是否存在
偏颇，值得所有人深思。
(作者为本报济南新闻中心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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