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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岩

为防偷盗暖气水，潍坊一热电
公司无奈贴出通告，面向市民收购尿
液输入供热管网。一个偷，一个防，双
方的招数都绞尽脑汁，都够损。

偷盗暖气水，这种行为增加了热
企负担，也会影响供热效果。既然由
来已久，可见光谴责已不管用，而是
需要拿出更为刚性的惩治措施。

早些时候，热企的防范措施是
往水里兑颜色吓唬人；后来变成了
往水里加大蒜素、臭味剂，一度还
曾熏晕过人；现在，大多地方改为
加注化学试剂，因其高效实用得以
大范围推广。

有人偷暖气水，作为供暖公司
当然需要采取必要措施，但采取的
措施不能只考虑自身利益，损害公
众利益。在水中加人尿，能起到震
慑作用，但是否也会影响居民？居
民家中一旦暖气管道漏水或爆裂
怎么办？遍布臭气，难道还要“被理
解”？供热企业以尿为武器，当然有
无奈，但也可见管理的方法欠缺。

这个点子实在有点馊，也可说，
有劲没使到正地方。一些市民道德水
准低、盗水猖獗，不能年复一年作为
挡箭牌，供热体制改革滞后才是症结
所在。供暖热计量改革说了好多年，
对居民、热企、政府都有长远好处，提
高效率有助环保不说，由于热计量表
具有水表功能，监督居民是否偷水、
安装管道泵等违法行为不在话下。

然而，以济南为例，自百花小
区进行热计量试点以来已经有十
来年的时间，但现在热计量收费仍
处在试点阶段。安装热计量表的费
用问题，城区供暖管道整体改造问
题……真正推广起来，困难多多。
眼下对于供热企业来说，与其想着
怎么用怪招、损招吓唬人，不如在
管理方式上动点脑筋，用好的制度
堵住“作恶”的源头。

(作者为本报机动新闻中心记者)

用村民的权堵住干部吃喝的嘴

别让肉丸“涮”了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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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立山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市场上
不少肉丸，尤其是散装肉丸，实为
用各种添加剂调制而成，几乎不
含肉。

在一些批发市场，肉丸的价
格低得令人咋舌：一袋没有夹心
的牛肉丸最低只有11元左右，每
袋5斤，折算下来，每斤只要2 . 20

元。与市价一般在30元/斤的牛肉
相比，肉丸与牛肉的价格严重倒
挂。更不可思议的是，在不少批发
市场，不论是鸡肉丸、猪肉丸还是
牛肉丸，单价都一样。一些商贩道

出了其中的玄机：这种肉丸几乎
不含肉，都是用淀粉、肉弹素等添
加剂调制而成的，跟肉没有半毛
钱关系。

有产就有销，据记者调查，这
些肉丸多流入低档火锅店和麻辣
烫摊点，售价飙升，并最终流入消
费者的口中。散装肉丸没有商标，
不标注成分。到底含有多少肉？配
入了多少添加剂？会不会对人体
有害？消费者都被蒙在鼓里。

采访中，消费者并非没有类
似的困惑，可是想维权谈何容易。

一方面，有关肉丸的食品标
准尚不明确，维权无从下手。根据

商务部发布的《速冻调制食品》标
准，主料含量需在包装上明确说
明，猪肉、鸡肉至少10%，牛羊肉至
少8%。但是速冻调制食品是个非常
宽泛的概念，具体到肉丸则没有十
分明确的标准。早在2011年，业内曾
经酝酿出台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稿
中指出，肉丸的含肉量不得低于
45%，但是未见付诸实施。

另一方面，肉丸的检测费用
不菲，消费者维权成本太高。据相
关人士介绍，想要检测一块非混
合肉，费用大概为2000元，而混合
肉则需花费更多。花十几元钱买
一袋肉丸，却需要花数千元鉴定

真伪优劣，这让多数消费者望而
却步。

食品安全关乎百姓健康，把
好食品安全关不该是消费者“自
力更生”，相关政府部门不能坐视
不管。既然标准不够明确，相关部
门应该尽快制定严格的生产加工
标准，让消费者有据可依。同时，
检测费用也不能成为净化肉丸市
场的绊脚石，相关部门应该加大
抽查力度，用更严苛的监管“封
杀”劣质肉丸。

济南市历城区港沟街道办燕
棚窝村干部6年9万元“白条”吃垮
小饭馆，至今没还债。记者调查发
现，“白条”写得明明白白，还起来
却成了一笔“糊涂账”。(详见本报
A10版)

如果关照现在的乡村治理，
燕棚窝村是个非常值得解剖的

“麻雀”。村干部9万元“白条”吃垮
小饭馆、村里欠账200多万元，其
背后暴露出了当下不少村庄普遍
存在的问题：村两委班子法治观
念淡薄；村民对村务冷漠、对手中

的权无意识；一些政府部门热衷
考核并将维稳等压力转嫁乡村，
而忽视村民自治建设。最后导致
对村两委的监督，无论是自上而
下还是自下而上均乏力。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吃喝风
一般与三公消费相联系，部门一
把手大笔一挥，多少钱都不在话
下。燕棚窝村则揭开了被很多人
忽视却实实在在存在于基层乡村
的干部吃喝问题。从记者的报道
看，总数9万元的“白条”分6年积攒
而来，而且每次数目也不高，从100

多到300多不等，有的看上去还很
“合情”。比如，上面来检查工作，关
系到村子荣誉，中午总得留领导吃
顿饭；再比如，村民集体出工辛辛
苦苦，吃顿饭犒劳下不为过吧；安

抚上访户，别让对方“闹事”，吃饭
也是软化关系的好办法。

然而，这些小账目如果越积
越多，不仅会压垮小饭馆，也会压
坏村民自治的根基。村干部本来
应该是村里的带头人、引路人，很
多如华西村一样的明星村也是依
靠村干部的带领走上了致富路。
作为村里的能人、强人，村干部是
村民选举出来的，按理应该对村
民负责，为村民谋利益，然而不少
村干部却首先想着如何为自己谋
利：村里有资源的就利用资源发
财，实在没啥捞的就饱点口腹之
欲。尽管现有法规无论是对村务
公开还是对村干部的权力约束，
都有详细的规范，但在熟人社会
构造的乡村，村民往往碍于人情。

更加上现在乡村青壮年普遍外出
谋生，留下来的不是老人就是小
孩，如果村委会是强人主导，村民
慑于其权威，监督基本就成了空
话，这些问题在燕棚窝村都有体
现。

省内一些村在加强村务治理
上做了有益探索，比如加强村务
公开、成立民主理财小组、引入上
级监督，“村账镇管”。这些都是好
的尝试，方向也是为了强化乡村
治理的民主化。从这个意义上说，
规避包括村干部吃喝风在内的腐
败不缺方法，关键是如何把村民
自治落到实处，让村民手中的权
真正发挥作用，选出自己满意的
干部，并经常用制度的力量约束
他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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