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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说咱济南的事儿 拉咱百姓的理儿

小区路灯白天也亮？

@马卫：省城西部一些小
区里，白天也亮着路灯，给物业
公司多次打电话反映，一开始
对方礼貌回应：“您说得对，反
映得好。”但过段时间路灯在白
天还是亮着，再打电话，对方就
烦了，除了敷衍几句，就是不解
决问题。现在各方用电需求大，
电力资源也时常处于紧张状
态，理应珍惜电资源。可是这些
小区的物业部门却对这种白白
浪费电的做法不闻不问，令人
费解和心痛，而这些电也属于
小区居民的共有资源。

车窗抛物真气人

@韩桂香：24日下午我出
门办事，在路口等车时，对面一
辆私家车上，一衣着时尚的女
人打开车窗，把香蕉皮和果壳
一起扔了出来，全然不顾周围
路人的异样眼光。这样的事情
我遇到过很多次了，很是气愤。
有时候在公交车上，孩子喝完
牛奶的盒子或吃东西的包装
袋，大人顺手打开车窗扔了出
去，让人顿觉不舒服，大人的行
为也是潜移默化的教育啊！车
窗抛物，不仅有失公德，还会制
造不安全因素，影响交通秩序，
大家应该改掉这个坏毛病。相
关部门也应多些积极引导。

赶紧修修破损石板道

@甘泉：笔者住在洪家楼
南路附近，由于车辆碾轧，该路
东侧的人行道石板破损翘起，行
人走在上面“咯咯噔噔”，好像跳
踢踏舞的声音。部分破损严重部
位白天还能绕开走，到了晚上如
不小心容易发生意外伤害。如果
不及时维修，“一动百枝摇”，会
发生连锁反应，造成更大面积的
石板损坏。为了行人的安全和公
共设施的完整，建议相关部门加
强对机动车到人行道上行驶、停
靠的管控。另外，对已破损的人
行道要尽快维护。

禁禁钓钓的的首首张张罚罚单单来来得得有有点点晚晚
据晚报24日报道，济南市环

保局和水利局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不久前发
布了《关于禁止在饮用水源保护
区垂钓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
通告明确了卧虎山等水库为饮用
水源一级保护区。通告发布之后，
少数垂钓者对此置若罔闻，23日多
部门在卧虎山水库联合执法时，对
在水库钓鱼者首开罚单。

禁止垂钓，对违反规定不听
劝阻的进行处罚，理所当然，也
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据报
道，相关通告是9月下旬发布，

“此后，环保水利等多部门多次
展开执法，主要以劝阻和警告为
主。”对执法人员一而再、再而三
地执法之后才“首”开罚单，笔者
认为似有不妥。既然已经有法可
依了，那么，此前近两个月的执

法就有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之
嫌。要知道，有法不依或执法不
严，本身就是对法律的亵渎。或
许执法人员对此有说法，但是，
任何说法都不能也不应成为有
法不依或执法不严的理由。

饮水安全事关广大市民的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绝对算得
上是民生大事。确保饮水安全乃
是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就容
不得执法者丝毫的马虎和懈怠。
济南市环保局和水利局之所以
要发布通告，说到底就是为了防
患于未然，在水源地未被污染前
就赶紧止住那些会造成污染的
行为。可是，如果有法不依或执
法不严，通告就成了摆设。

再者，假如此前执法人员执
法时，能更为严肃些，我想，日后
的垂钓者只会越来越少，绝不会

越来越多。正是因为此前的有法
不依和执法不严，才有了报道中
提及的“近期垂钓行为较多”的
现象。

垂钓属于个人爱好，本无可
非议，可非议的是在饮水源地进
行垂钓。垂钓者明知这里“禁止
垂钓”而故意为之，本身就是漠
视法律法规，更是置市民的饮水
安全和健康于不顾。对于这样的
垂钓者，多次劝阻和警告后再开
罚单，一方面可能让人感到了执
法的人性化，但也让人产生对执
法人员“手下留情”的担忧。既然
法律法规已在，手下留情，法律
法规的威严何在？有法可依，有
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
依法治国的四个方面。解决很多
问题都要靠这四个方面，治理违
章垂钓也是这样。

微评济南

办办公公室室温温度度过过高高也也是是种种浪浪费费
□成瀚

前几天笔者去苏州出差，苏
州当地的同行说，南方冬天很
冷、有些难挨。想想也是，北方有
暖气，南方没有，他们取暖，只能
用空调或者多穿点。

从11月15日至今，济南已正
式供暖十天了。本人单位用的是
地暖，制热效果非常好。这本应
该是个好事儿，但却带来了一
点困扰。看一下办公室内的温
度，远超过供热最低室温要求
的 1 6°C，而是到了二十五六
度。在这样的温度下，很多同事

只穿一件衬衫，甚至有人要开窗
通风，让室内温度降一降才能觉
得舒服。

据此前晚报《最低温18°C

离我们还有多远》的一篇报道，济
南供热企业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要使供暖室温升高一度，采暖季
每平方米就要多烧1千克的煤。如
果按照这个标准，二十五六度的
室温，比18°C要多烧至少7千克的
煤。笔者所在的单位办公区域有
一千多平方米，这样一个采暖季
就要多烧7吨多的煤。

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
跳。这样的供暖温度，本身就是

一种对供热资源的直接浪费。热
得受不了得开窗户，也如同富贵
病似的让人难受。另一方面，近
期的雾霾天气让人感到着实恐
惧，空气污染到了不得不治的地
步。而据环保部门的统计，冬季
供暖企业的燃煤排放物是造成
空气污染的一大因素。而供暖温
度过高这种浪费，又会进一步加
剧空气污染问题。所以，在如今
处处提倡节能减排、绿色办公的
背景下，对过高的供暖室温，理
应尽快进行调节。

在办公室里，每个人对冷热
的感受也不相同，有的人觉得正

好，有的人可能会热得受不了。
这也让我想到了夏天，单位怕热
的同事把空调开得很大，而其他
一些人就要披上厚外套来抵御
空调的冷风。暖气和空调，本来
是让生活更加舒适的东西，却因
为不合理的配置，变成了一种浪
费和对很多人的折磨。

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也比较
好办，就是负责温度控制的工作
人员将暖气开得小一些，同样
夏天空调制冷温度也调得高一
些。这样既节约了能源，也顺应
了自然天气的变化、让室温令
人更舒适。

葛说说

□杨曙明

葛有话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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