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寒冬送暖，服务应更灵活、便捷

葛本报记者 孔令茹

社区、市场、道路上
的公共停车位上，一些
车辆三四年不“挪窝”，
面对这样的有主或无主
的车，市民给了它一个
形象的名字———“僵尸
车”。

采访中记者了解
到，有主“僵尸车”多是
家庭添置新车后闲置
的。“僵尸车”挪还是不
挪，小区物业、交警部门
都很纠结。对于小区物
业来说，不确定车主的

“僵尸车”不敢轻易挪
车，有车主的交了物业
费有权停车；对于交警
部门来说，不管“僵尸
车”脱审还是报废，按照
规定只要不上路，交警
部门就无权处置。

相关管理部门无可
奈何，“僵尸车”就在那

儿放着，成了城市垃圾，
不仅影响市容，也给紧
缺的社会公共资源造成
了压力。其实“僵尸车”
并非只能做“僵尸”，脱
审车辆可补审后进入二
手车市场，车况差的车
辆可以申请报废。当然，
想要“僵尸车”不在占据
公共停车位，除了需要
车主自律外，也需要社
区、物业和车辆管理部
门的努力。

日前，济宁市交警
部门接到省公安厅的相
关通知，近期将集中清
理长期占用公共交通资
源的车辆，重点针对城
区主次干道 (包括两侧
人行道 )及旧车交易市
场、汽车维修厂等地的

“僵尸车”。而听到这个
消息，“僵尸车”的车主
们，该仔细想想自家车
辆咋处理了。

别让“僵尸车”

成为城市垃圾

随着冬季的来临，供暖已经进入半
个月倒计时。目前，各供热企业正在进行
设备的调试，为今冬供暖做最后的准备。
长达120天的供暖季里，难免会出现一些
这样那样的问题，面对问题，供热企业能
否放下“本我为大”的姿态，为市民提供
灵活、便捷的服务，是市民们关注的话
题。

供暖关乎千家万户，如何让市民们
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也是济宁市政府
近年来持续关注的一项民生大事。今年
初，济宁市政府将“城区新增集中供热面
积100万平方米”纳入“为民所办十件实

事”，并多次召开供暖协调会，实行责任
包保。目前，济宁城区已完成新增集中供
热面积157 . 9万平方米。在技术应用方
面，各大热力企业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
艺，加大热源厂技改力度，确保热源充足
稳定。一系列的工作开展，让广大市民吃
下了一颗“定心丸”的同时，对今冬的供
暖工作更是充满期待。

不可否认，近几年来，济宁市的集中
供暖工作有了很大进步，但从总体看来，
其中不少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供暖
缴费窗口少，市民缴费要早起排队；供暖
出现问题，热力企业维修机制繁琐、反应
缓慢；室温达不到16℃的最低红线，退赔
费用鉴定难、无果而终……这些问题不
但让市民们忍受身体的寒冷，更是凉了
大家的心。

纵观以上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市民和

供热企业之间，并非实质上的服务与被服
务的关系，脸难看、事难办、反应慢的弊病
在热力企业仍然存在，热企的强势地位仍
没有被改变。从供暖开始前缴费的那一刻
起，热力企业就好像占据了所有的主动
权，市民们只能无奈被牵着鼻子走。

让市民用上暖心热、顺心气，最行之
有效的办法是政府部门强有力的监管。
今年，济宁市编制完善了供热行业监管
细则，加强对供热企业的考核监督，并量
化服务标准。这些工作的开展，将对热力
企业形成有力的监督。而应该为市民提
供贴心服务的热力企业，应该清楚认识
一个道理：谋求发展的最大动力是自身
的危机意识，而非举鞭才知奋蹄的被动
改善。市场经济面前，任何企业只有从管
理上谋思路，从技革上下力气，才能取得
更大的效益。

记者有话说

葛本报记者 公素云

近日，济宁市出台
专门文件，将实行物业
管理和治安防范的连带
考评机制，每季度对物
业企业进行考核，同时
制定了详细地评分细
则，不达标者将被“黄牌
警告”，严重者挂牌“不
放心小区”。考评机制的
制定让小区服务、安保
等工作有了“硬杠杠”，
严格的评分制度和奖惩
连带也给物业公司也戴
上了“紧箍” 。

长期以来，小区的
安保、服务水平参差不
齐，执行的好坏也多依
靠物业的自觉和责任
感。物业公司制定管理
服务和安保制度时，主
动权大多都掌握在自己
手中。物业考评和监督

机制的建立，让物业公
司必须心存忧患意识，
将这种压力化解为改善
服务的动力，真正去动
脑子、想办法，让业主们
满意。

值得一提的是，考
评机制将小区的发案
率、“两抢一盗”治安隐
患直接挂上了钩，促使
物业公司加强安保工
作，为居民提供一个更
加具有安全感、归属感
的居住环境。同时，小区
居民的满意度也纳入评
分机制，充分尊重小区
居民的评判和发言权。

新的考核机制，最
大受益者将是小区业
主，严格的考评机制将
对物业形成巨大的约束
力，促使物业企业不断
提高服务质量，实施效
果令人期待。

实行连带考评机制

物业该主动服务了

葛运河热话题

本报评论员 姬生辉

“文化济宁”，有了良药得坚持喝

本报评论员 马辉 在10月25日召开的全市旅游业发展
大会上，济宁开出四剂良方诊治济宁旅
游业发展，今后三年集中实施资源整合、
项目推进、品牌打造、服务提升“四大行
动”，全力打造济宁旅游升级版。

这四剂良方的出炉，不仅意味着找
出了济宁旅游业发展中的症结所在，同
时更为今后三年济宁旅游业发展指明了
方向。让大家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无论从
资源禀赋、基础条件还是发展环境看，济
宁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具备实现大发展
的基础和条件。目前，省级层面正在推动

“曲阜文化经济特区”建设、支持济宁资
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也为济宁旅游业
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和广阔空间。

济宁已清醒意识到，一个优秀旅游
品牌的塑造，已成为占领区域旅游市场
制高点的关键。近几年，济宁在旅游宣传
上也下了不少工夫，但在品牌打造上还
有待提高，在宣传模式和方式上还存在
一定问题，使得旅游品牌不够响亮。

根据《济宁旅游发展业三年行动计
划》，济宁将有针对性地组织多种形式的
旅游产品营销会、推介会，加强与国内外
旅游机构和京沪高铁沿线、济宁机场通
航、京杭运河沿线城市的合作，推广山水
圣人线、山海圣人线等精品旅游线路，推

动建立水浒旅游、运河旅游、微山湖旅游
等区域合作联盟，打造无障碍旅游区。

“文化济宁”不仅要叫响，更要打造
好。其间不仅要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包括
曲阜、兖州、汶上、梁山为主体的“朝圣、
礼佛、尚武”旅游线路，以曲阜、邹城、微
山为主体的“山水圣人”旅游线路等主打
精品旅游线路。更重要的是，要让游客来
济宁旅游不失望，有收获。

其中，需要有大项目的支撑，在建的
尼山圣境、兴隆文化园等重大旅游项目
竣工后，都将释放巨大的集聚效应。所
以，要聚力建好这些大项目，并力争通过
更多参与体验类项目的落地，给游客提
供更加愉悦的感受。需要更完善的服务，
需要加快布局一批经营规范、信誉良好
的旅游购物场所，建设一批重点星级酒
店和经济型酒店，开发一批特色美食品
牌，让游客住好，吃好。

硬件完善的同时，软件也亟需提升。
除了导游队伍与旅游服务标准化、国际
质量认证接轨外，更多地还需去从细节
一点一滴入手，例如互通互联的交通体
系、无障碍设施、旅游标识系统、旅游咨
询网络及金融网点、数字化旅游服务体
系等，都要以游客的需求为出发点，不断
提升济宁旅游的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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