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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元元墓墓穴穴””推推广广，，惠惠民民暖暖人人心心

9日，记者从枣庄市民政局获
悉,枣庄市民政局发布了《关于在
全市公墓大力推广“一元墓穴”
的通知》，在全市范围内推广“一
元墓穴”。(《齐鲁晚报》4月10日报
道)

清明节虽然已经过去，但关
于身后事的话题远远没有完结。
过去曾经是“死无葬身之地”的
诅咒，如今却成为很多城市草根
民众死后无法入土为安的真实
写照。特别是一些经营性公墓，
将墓地当做房地产一样开发牟
利，动辄要价成千上万，普通民

众只能望而却步。
无论是生者能否安居乐业，

还是死者能否终有所葬，无不透
视着民生。在如此的现实语境
下，枣庄市民政局推出的“一元
墓穴”的公益性措施，的确让人
精神为之一振心头暖暖的。

枣庄市政府提供“一元墓
穴”的举措，不仅解决了城乡低
收入群众的实际困难减轻了他
们的丧葬负担，同时对于深化殡
葬改革节约土地资源具有重要
意义。对遗体、器官、角膜捐献者
提供“一元”安葬服务，既体现了

对为社会公益做出突出贡献人
士的尊重与回馈，也有利于树立
全民积极参与社会公益的良好
风尚。

我们在为枣庄市民政部门
大力推出惠民政策叫好的同时，
也要看到某些经营性公墓存在
的负面问题。能否彻底解决个别
公墓单位以“市场运作”之名，行
大肆敛财之实的现状，考验着政
府职能部门的执政能力与公信
力。不是说经营性公墓不可以收
费。公墓所占据的空间资源具有
公共属性，其收入也来源于墓地

购买者。既然如此，那么政府主
管部门就应该责成公墓的经营
者厘清自己的责任与义务，还公
众一个明白。

首先，公墓经营方要尊重广
大市民的知情权。告知收费的依
据是什么，收费项目有哪些？鉴
于公墓的公共属性，经营者、管
理方应该定期向社会公众公布
其经营成本和利润，接受群众监
督。其次，尊重广大市民的参与
权。公墓经营者和管理方可以用
问卷调查的方式征求广大市民
的意见，然后进行汇总，提供参

考。最好实行价格听证会，广泛
征求意见和建议，最大限度地倾
听民意，顺应民意。

第三，真正依据具有时效性
和法律效力的文件办事，做到有
法可依有法必依。最后，公墓的
主管部门和物价部门理应有所
作为，严格监管，切实负起责来。

笔者想，只要政府各职能部
门本着“执政为民，服务为民”的
宗旨，无论是生者还是死者，都
能够得到妥善的安置；我们所在
城市的生活，也自然会向着“文
明宜居”快速地迈进。

葛有话枣说

庄利梅

葛个论

“下高楼、出深院”，到基层
去，到群众中去，体察民情，了解
民意，去听取群众意见。这是正
在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的真实写照。征求基层
群众意见是最接地气的，也是诸
多工作中重要的一环，其中最难
得的是“面对面”或“网络在线问
政”这种“一杆子捅到底”式的听
取群众意见的方式，能够直接的
听基层老百姓的毫不掩饰、有棱
有角的声音，这对工作是大有裨
益的，可有的领导不当回事，只
想听好听的。

有一位在基层企业干了近30

年的老职工讲，他平时工作勤勤
恳恳，任劳任怨，年年完成任务
都很出色，就是会挑毛病，给单
位领导提意见和建议都是“一针
见血”。去年夏季天热，他为了车
间的安全生产，给领导提出了虽
然尖锐但却也中肯的意见，领导
没有采纳，然而不出所料，这个
车间没过多久，发生了一起不大
不小的安全事故，这位领导后悔
莫及，并说早听劝就好了。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一些
单位的领导心里没有这一块，对
这种直截了当且效果显著的意见
漠不关心，不重视。或许，有些意
见和建议可能“口重”一些，但是
对你改进工作和作风可是一剂苦
口良药，不少意见对你的工作帮
助很大。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句
话千真万确，如果你是一位领导
干部、部门负责人，千万要珍惜
这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的机会，去听听那些有点刺
耳的肺腑之言，为你的工作补充
难得的“营养”，千万不能对那些
话不中听的意见和建议不当回
事，有些难办的事，或许在群众
的意见和建议中就能让你找到解
决办法。

听民声民意

办民生实事

让让专专项项维维修修资资金金实实至至名名归归

住宅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
设备专项维修资金缴纳 ,一平
米最少40元,而如果房屋出现问
题 ,该怎样使用维修资金呢?采
访中记者了解到 ,除了不清楚
该如何使用维修资金外 ,不少
年轻购房市民表示并不清楚维
修资金的存在。(《齐鲁晚报》4

月10日报道)

维修资金专项用于住宅公
共部位专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
后的大修、更新、改造，对房屋
来说是“救命钱”。尽管自2004

年相关办法实施后 ,购房者所
缴纳的房款都会含有维修资

金 ,如果住宅共用部位和共用
设施设备出现损坏 ,市民就可
提出使用维修资金。然而现实
中，不但市民对此不知情不说，
即使知情，面对房屋维修，能申
请到维修资金，也不是那么容
易。

按照相关规定，要使用房
屋维修资金，在三分之二以上
的业主同意的前提下，物业服
务企业提出使用方案；业主大
会依法通过使用方案；物业服
务企业持有关材料向业主委员
会提出列支维修资金。手续繁
琐、复杂，涉及部门之多，实际

操作之难，让人望而却步，许多
人最终无奈地选择了放弃。最
典型的案例是北京市丰台区一
小区电梯维修需要60多万元，
等拿到维修基金已耗时一年，
但这还算“成功”的，有多少小
区经过这么一番折腾，最后还

“泡汤”了呢。这多亏是维修电
梯，要是房子漏雨，等维修基金
批下来，小漏岂不拖成了大漏？
曾有据报道上说，某地最早从
1 9 9 8年开始征收房屋维修资
金，现在已有10亿之多，然而这
些钱15年来分文未动，这是何
等的黑色幽默啊。

房屋维修资金是房子的
“救命钱”固然需要严加看管以
防挪用，让有限的资金真正发
挥“救命”的作用，制度、流程设
计得严谨一点，这本无可厚非。
但是如果严格到连救急的作用
都无法发挥，这就让房屋维修
资金有名无实了。

因此要让维修资金实至名
归，回归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真
正在房屋需要急救时，发挥“保
命”的作用，还需制度流程的人
性化，审批精简，优化使用路
径，监督审计提效，更离不开管
理部门的积极作为。

冯燮

日前，台儿庄交警大队公
布了两起3月份发生的交通事
故视频，这两起事故均与闯红
灯有关，惨烈瞬间令人触目惊
心。据记者调查发现，虽然闯红
灯存在着诸多的安全隐患，但
是到现在仍有不少市民存在侥
幸心理，乱闯红灯。(《齐鲁晚报》
4月11日报道)

为抢这么一点点时间，而
拿生命安全当儿戏，然而生命
安全远比抢那么微不足道的几
步路更重要。这两起交通事故，
也给广大市民再一次敲响了警
钟。生命只有一次，老天不会因
你的莽撞与无知而给让你重来

一次。一旦发生交通惨剧，后悔
晚矣。

一起起惨烈的交通事故让
我们在痛惜之余，对其中事故
各方这种无视交规的“中国式
过马路”与“中国式驾驶”的行
为感到悲哀与无奈。

然而，此种陋习的形成并
非一朝一夕，更并非个别现象，
它是整个社会较为普遍的集体
行为。试想，驾驶员无视斑马线
与“学校门口减速慢行”的提
示，以及行人闯红灯，既然一般
情况下没有什么严重的惩罚措
施，有时候还能快速便捷地通
过，谁还会自觉遵守教条的规

则呢？
因此，若想彻底治愈此种

陋习，彻底改善交通出行现状，
就要多措并举，用严厉的处罚
制度唤醒人们对交通法规的敬
畏之心，最终自觉遵守规则。职
能部门应建立健全诚信档案，
使随意违反交规者付出代价，
对不遵守规则的市民形成有效
震慑；对违反交通法规造成严
重后果的，一律严厉追究其刑
事责任。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中国
式过马路”除了国人长期以来
养成的不良生活习惯外，最重
要的一点是公民意识、规则意

识、责任意识的严重欠缺；另外
一点尤其不容忽视，就是通过
行人、电动车、自行车与机动车
抢路占道，究其实是一个“路
权”的争夺。我国城市道路建设
与规划的不科学，没有充分考
虑到作为弱势的行人与骑电动
车或者自行车的交通权益，而
且交通信号灯的设置与设计也
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因此，政
府只有大力发展和改善城市道
路交通现状，以更加科学的设
计使道路更加宽畅、更加通畅，
尽量满足所有市民的出行要
求。到那时，想找闯红灯的人，
恐怕也难找了！

提提高高交交规规意意识识，，保保障障生生命命安安全全
冯波

4月10日本报以《申请方式
改革 骗保将被追责》为题报
道：“9日,记者从枣庄市民政局
获悉,枣庄日前出台了《关于加
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
实施意见》,在低保申请程序、
审核环节及对骗保行为的责任
追究方面均有新的举措。”看了
这则新闻让人感到一些政策越
来越透明，让一些干部执行起

来不再干打折扣。
低保申请方式的改变，让

原来向村委会申请的方式将改
为申请人直接向乡镇(街道)申
请 ,受申请人委托村委会或居
委会也可代为申请 ,这在很大
程度方便了群众的申请 ,畅通
了低保申请渠道。

原来一些村干部选择低保
的对象往往选择和自己关系好

的人，或给亲属，而真正需要享
受低保的人却没机会申请低
保，现在申请低保需要多个部
门联合审查，能够提高低保救
助对象认定的准确性 ,极大的
减少了骗保现象的发生。

谁是低保户，往年都是村
干部说了算，现在有了透明政
策后是村民自己说了算。在申
请低保最为关键的评审过程

中，如何让利益有关方和外界
全面参与，就需要更为严格而
透明的程序把关，才能使低保
违规行为无法逃避监管。只有
这样一些村干部才有所顾忌也
不敢把低保的名额给自己亲近
的人。相信申请方式改革的完
善，能让弱势人群真正吃上低
保。

(王昌卫)

戴忠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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