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啥啥时时候候给给城城市市井井盖盖找找个个““保保姆姆””
井盖产权单位多，管理混乱，有专家建议建立统一管理机制

本报记者 尹海涛

井盖丢失伤人的事
件不停地拷问城市良
心，记者调查发现，目前
城市井盖产权单位多而
复杂，存在难觅主管部
门，管护机制滞后，问责
不到位的现状。井盖丢
失后长期处于无人管理
状态，市民的出行安全
始终得不到保障。

产权单位众多，

都自扫门前雪

据介绍，烟台全市井盖
的产权单位有自来水公司、
排水管理处、市热力公司、
500供热公司、供电公司等
14家产权单位。

“如果缺损的井盖是我
们家的，我们会立即派维修
人员修复。”据烟台市供电
公司一位姓王的相关负责
人介绍，按照目前的规定，
谁是井盖的产权单位，谁就
负责维护管理。

记者采访发现，从实际
情况来看，部分剩余缺损井
盖被市民发现后却找不到
产权单位，迟迟不能修复。

“井盖丢了我们不知道
该找哪个单位，这么多产权
单位，井盖材料多样，光从
井盖或者井口本身很难看
出是哪家的产权。”记者在
调查中也经常遇到这一难
题，因为产权单位众多，市
民挨个联系显然不太现实。

管理模式滞后，没有问责程序

据记者了解，目前烟台
城市井盖的管护机制是产
权单位安排巡检人员上街
巡查，发现缺损井盖后会进
行修复。

据烟台市自来水公司
相关人员称，他们每天都会
安排巡检员值班上街排查

“问题井盖”，每个班有固定
的负责区域。

据介绍，市政养管处早
在2005年就与14家井盖产权

单 位 建 立 了“ 联 席 处 理 机
制”：市政养管处下辖6支巡
查队分片排查，保证市区主
次干道每天至少 2遍、背巷
至少 1遍的排查。当巡查人
员发现井盖丢失、破损后，
及时告知14家产权单位。

然而，因产权单位多而
复杂，管理分散，没有统一
管 护 机 制 ，而 且 问 责 不 到
位，各产权单位重视程度严
重影响井盖是否能够及时

维修。
烟台市市政养

管处工作人员介绍
说 ，市 政 养 管 处 没 有
执法权去监管，面对众
多的产权单位，只能督促和
协商，但是最大的问题就在
于协调难度大。

业内人士说，目前这种
管理模式滞后，无强制性和
问责程序，最大的问题是没
有主管部门对此进行约束。

建立统一管护机制，完善追责

“如果有个主管部门去
管理就好了，也不用找产权
单位。”记者采访过程中发
现，不少市民希望政府能够
授权相关部门进行管理，加
大监管力度。

据全国人大代表、烟台
大学教授王全杰说：“不管是

谁的产权，都应该归城市管
理部门负责，因为城市井盖
维护属于市政行为，产权单
位是企业，也是代表政府行
使市政行为。”

王全杰认为，之所有出
现井盖丢失无人管，是没有
一个专门的管理部门，没有

统一管护机制，没有完善的
责任追究制度，这很大程度
上导致了一些井盖的产权单
位对此不在乎、漠视。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还
是要追究政府部门的责任心
问题，没有担当精神，不愿意
负责任。”王全杰说。

骑骑上上单单车车，，他他要要去去逛逛东东南南亚亚
这位烟台骑友患过脑血栓，这次主要是为了锻炼身体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李静) 一辆单车，一套装
备，一种生活。6日，烟台骑友

“千里走单骑”(网名)在自行车
行将自己的爱车保养了一遍，
为他8日即将开始的单车骑行
东南亚五国做准备。

“这次打算单车骑行东南
亚的5个国家。”骑友“千里走单
骑”告诉记者，他通过网络结识
了其他11位骑友，12个人组成一
个团队，其中年龄最大的有60

岁的，最小的36岁。他们打算花
费3个多月的时间，骑行东南亚

越南、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
西亚5个国家。

“8号出发，到南宁与其他
骑友集合，然后开始骑行。”“千
里走单骑”告诉记者，他已经买
好了机票，备足了常用的药品、
衣服、睡袋、骑行设备，兑换了
一些美元，把车保养了一下，做
好出发前准备。

谈起此次骑行计划的意
义，“千里走单骑”告诉记者主
要是为了锻炼身体。“患过病才
明白身体最重要。”这位骑友
2011年得过脑血栓，当时右边半

个身子都瘫痪了，右手连筷子
都拿不起来，“觉得我这一辈子
都完了，那时才明白健康比什
么都重要。”

6日，记者见到“千里走单
骑”时，他看上去精力十分充
沛，运动灵活，也不像是一个患
过脑血栓的人，“医生都说好不
了了，后来慢慢好了起来。”他
告诉记者，病情好转以后，自己
开始重视锻炼身体，后来发现
了骑自行车对锻炼身体很有帮
助，就喜欢上骑行，每天至少骑
30公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千里走单骑”还告诉记
者，以前他身体不好，经常生
病，现在体质增强很多，基本
上都不感冒了。“以前我爬六
楼中间得休息一次才能到达，
现在我骑行一天都不会觉得
很累。”

此次骑行，“千里走单骑”
做足了准备。不过，语言上不
通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一些障
碍，还有一些风俗的差异。“这
一次旅行，除了锻炼身体之
外，还有一点就是想了解更多
其他国家的人文。”

年年终终工工资资缩缩水水，，还还迟迟迟迟不不发发
8个月工资5万多，老板给算了3万6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张倩倩) “这些钱能给我，
我也很知足了。”近日，莱州一
机械公司的陈先生犯了愁，老
板一直不给算他在哈尔滨工作
8个月的工资，元旦前，老板好
不容易给自己算工资了，可是
工资大大缩水，5万多成了3万6

千元，但这些工资也没发，想要
回家过年的陈先生犯了难。

2012年陈先生就在莱州

一家公司干了好几个月，工资
都给发了，他感觉公司很靠
谱，于是年后，他又来到这家
公司上班。2013年4月，公司派
陈先生到哈尔滨办事处做售
后服务，12月业务差不多做完
后他就回到了莱州，等着结算
工资，然后回家过年。

“从哈尔滨回来差不多快
1个月了，老板还是不给我算
工资，刚开始说办事处的经理

没回来，但办事处的经理回来
了又说忙别的事。”

陈先生介绍，去哈尔滨办
事 处 时 老 板 说 一 个 月 底 薪
5000元，售后服务1000元，伙食
住宿话费等1000元，还有销售
提成。“照这么算的话，这8个
月下来怎么也得五六万，可是
这扣一点，那扣一点，最后我
的工资是36000块钱。”

“我也不计较工资多少

了，这3万6能发给我，我就知
足了。”从哈尔滨回来，陈先生
在厂里一直闲着，就为等着拿
到工资回家过年。

这几天陈先生多次拨打
老板的电话，但一直无人接
听。记者也拨通了该机械公司
老板的电话，电话也是无人接
听。不过，陈先生说厂里还有
活，老板不可能跑路，可能是
在忙别的事。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张晶 ) “小区居民家的电缆断

了也不知道挂起来，一直横在马路
上，很多人晚上看不见就被绊倒
了。”6日，幸福河小区一居民向本
报热线反映，幸福中街有条电缆在
地上“横躺”半个月没人管。

记者来到幸福中街的路口，一
条黑色的电缆线横贯马路，来往的
车辆碾压电缆，路人走到此处不得
不小心翼翼地迈过去。“这应该是
一条通信电缆，也不知道谁家的线
断了，不出来接上。”正在路上遛弯
的王先生说，前段时间小区修理树
枝，把缠在树上的电缆扯断了，但
是也一直没人过问，万一真伤着人
怎么办。

记者注意到，小区居民楼的外
墙上挂着成捆的通信电缆，在小区
居住的居民说，人们开始拉网线，
很多网线都没走地下管道，而是挂
在居民楼的外墙上，众多通信电缆
缠在一起，很难分出是谁家的。

了解到情况后，记者找到幸福
河小区物业管理服务处，工作人员
得知情况后，已经联系了电信部
门，但是电信营业部门需要现场查
看一下，看是否属电信安装的通信
电缆。

负责人张先生告诉记者，小区
拉线，正常而言应该是通信部门和
物业签订合同，约定服务管理内容
方便日后维修管理，但是现在很多
都不经过物业，业主直接就和通信
部门拉通信电缆，如果出问题，没
人主动出来处理，物业也分不清电
缆是谁家的。

电缆“横躺”半月

居民步步惊心

本报讯(记者 闫丽君 通讯
员 季翠娜 张军苗 ) 近日，蓬
莱市供电公司对公司各党支部党
建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点评，
并成立督查组，考核党建责任制落
实情况，构建了完善的党建工作管
理体系。

推进党建责任制落实

B0924小时2014年1月7日 星期二

编辑：鲍征 美编/组版：夏坤·今日烟台

本报热线：6610123 967066 新浪微博：@今日烟台

国网蓬莱供电

专家建议

芝罘岛西路一
处井盖丢失，有人用砖
块和树枝放在井口。本
报记者 尹海涛 摄

井盖丢失后，市
民很难分辨相应的产
权单位。 本报记者
尹海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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