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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抢眼

几几十十万万个个井井盖盖有有1122个个““婆婆婆婆””
市政部门人手有限，其他部门有时扯皮

12日，济南市市政公
用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3年时济南市政府已经
对城区井盖设施的管理职
责和分工进行了明确，在
监管方面，遵循“属地管
理”的原则，由各区人民政
府和高新区管委会的市政
相关部门对辖区内各类井
盖设施具体监管。

2013年6月的调查情
况显示，全市支路以上等
级的419条道路中，仅雨
污 水 检 查 井 就 有 1 2 万
个，其他井盖加起来不下
几十万个。目前各区市政
公用局有专门车辆和人

员对井盖设施进行巡逻，
但因人手有限和巡逻面积
较大，难免出现巡查不到
的情况。

历下区市政公用局工
作人员介绍，历下区以解
放路和二环东路为界分为
3个片区，由巡查车辆对3
个片区主次干道每天不间
断巡查。背街小巷、支路、
居民小区则以街道办为界
成立了13个市政管理所，
由所里的市政巡查人员每
天不间断巡查。“1天可以
查很多遍。”

天桥区市政公用局相
关工作人员说，每天上下

午不定点进行两次巡查，
但巡查面积太大，人手不
大够，难免有查不到的地
方，市民打12345和12319
热线反映也是发现破损井
盖的重要方式。

市中区市政公用局工
作人员也表示，虽然每天
有市政车辆巡视，但一天
要走完整个市中区比较
难。目前，辖区内市管科分
区划片联合办事处进行巡
查。也有网络平台和数字
城管多点监控，后续还会
探索巡查人员GPS手机定
位，更快速地确定危险井
盖位置。

本报记者 张泰来 实习生 周国星

裸露井口已被掩埋

12日下午1点30分左右，天桥区市政工程
管理局的工人把裸露的管道井填埋了起来。

“道路上的雨水、污水井盖归我们管，
这个井盖属于管线井，我们只负责监管。”
天桥区市政工程管理局市管科一位任姓
工作人员说。

“昨天发现问题后，我们就给几家通
讯公司用录音电话联系，通知他们限期到
现场核实处置。”任先生说，到了12日，破
损的井盖依然没有得到处置，已经超出他
们要求整改的时限，为了排除安全隐患，
遂按照处理无主井的方法进行掩埋。

破损井盖的井口被掩埋，安全隐患得以
消除。可另外30多个同样的井盖怎么处理，如
果不能予以更换，安全隐患怎么排除？

天桥区市政工程管理局工作人员介
绍，按照规定，各类井盖的维护、更新和管
理由井盖的产权单位负责。但他们也不知
道井盖的产权单位究竟是谁？

两家公司愿分摊费用

这些井盖的产权单位究竟是谁呢？天

桥区市政工程管理局表示，这些井是四网
公用的管线井，那使用这些井的通讯公司
会不会就是产权单位呢？答案是“未必”，
很多通讯公司使用的管线井都是向建设
单位租赁。

记者就此事联系了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山东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中国联合网
络通信公司济南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
限公司济南分公司和山东广电网络有限
公司济南分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公司济南分公司
明确表示，自己没有使用这些管线井，此
事与他们无关。电信与移动的工作人员都
表示自己的确使用了这些管线井，但都不
是产权单位。

“管线井是几家共用的，实在不行，可
以由市政出面召集一下，我们每家运营商
都分摊点。”电信济南分公司工作人员刘
女士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刘女士的方案也得到了中国移动济
南分公司工作人员的认可，同时，这位工
作人员也表示，他们当初是从济南地杰市
政工程有限公司购买的管道管口，产权单
位应该是济南地杰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记者随即与济南地杰市政工程有限公
司取得了联系。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他不了
解情况，要上报领导后给予答复，但截至记
者发稿，也没有等到该公司的回复。

裸裸露露的的““竹竹签签井井口口””已已被被填填埋埋
两单位愿分担更换费用

追踪报道

济南市市政公用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各类
井盖设施由产权单位具体
负责本单位井盖的维护、更
新和管理，是维护管理的第
一责任人。目前济南市的井
盖产权单位就有12个，各区
市政公用局主要负责雨污
水和雨水箅子。

市区路面上绝大部分
是单一井，在井盖上会注
明产权单位。比如路灯、排
水、水务、济华燃气、港华
燃气、热电、热力、电力井
盖会有相应的单位字样，
从井盖上就能区分出产权
单位。而比较复杂的是弱
电、通信井。“弱电井、通信
井经常是多网并用，维护
比较复杂，各区有自己具
体的做法，会有协调。”

在2013年6月发布的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井盖
设施管理的通知》中，规定
对多个产权单位共同使用
同一井盖设施的，由市政
设施管理部门协调确定1
个管理维护单位。但就目
前如何维护共用井盖，记

者咨询了各区市政公用部
门相关工作人员和各相关
管线单位，却得到了不同
的答案。

历下区市政公用局介
绍，历下区实行的是先处理
后协调的办法，不论井盖产
权单位，一发现危险井盖，
先更换井盖再协调产权单
位，处理之后告知产权单
位。“历下区所有的井盖都
有备用型号，所以出现问题
能马上维修更换。”

其他各区市政公用部
门则能直接更换辖区内雨
污水井盖和雨水箅子，因井
盖维修涉及相应费用、各种
产权单位井盖型号不一致，
对于其他井盖，则会通知相
关产权单位进行维修。

天桥区市政公用局相
关工作人员采用录音电话
联系产权单位，以录音通
知为准，通知到位。多网共
用的就需要挨个通知可能
的单位。他们会一个个到
现场看，然后回复。一直没
有回复就会反馈给12345。
在规定期限内各个单位都
回复不是，就会进行填埋。

市中区市政公用局相
关工作人员也表示，由于
多网共用的井盖很难辨别
产权单位，损坏了也通过
打12345处理。

据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山东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
介绍，近两年，移动、联通、
广电、电信、铁通5个公司
会在12345定期轮值，一旦
多网共用井盖出现问题，
由值班公司负责第一时间
维修。

但中国联合网络通信
有限公司济南市分公司则
表示，目前该公司管线都
使用单独井，不存在并网
情况。

而中国电信股份有限
公司济南分公司相关负责
人则称，只要井盖内有自
己公司的管线，接到相应
的通知后，会第一时间进
行维修。

而据业内人士介绍，
虽然规定比较严格，但实
际维修起来，部门间扯皮
推诿现象时常出现，致使
有些“问题井盖”得不到及
时维修和更换。

井盖产权单位有12个，扯皮现象时常发生

12日就井盖问题，本报采访了相关单位得知，虽然井盖不大，但问题多多，
管理难度也不小。全市井盖有几十万个，光产权单位就12个，巡查人手不够，产
权单位与租赁单位扯皮等现象阻碍了井盖的管理和维修。

市政：仅雨污井盖就12万个，巡查困难

本报记者 王皇 实习生 赵万林

本报昨日报道天桥区蓝翔路时代总部附近出现竹签井盖，12日，为消
除隐患，市政部门已经将井盖破损的井口予以填埋。对于附近另外30多个

“竹签”井盖，市政表示将下整改通知予以更换。另有两家通讯公司也表示
愿意分担更换费用。

“马路杀手”一直是令城市管理者头疼的问题。（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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