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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志刚：前几天笔者乘
坐K 9 3路公交车，在鑫达小区
公交站点，一位老人也许是采
购年货归来，手拉车上装满物
品，费劲地从公交车的前门上
车。这时公交司机拉上手刹，
一步迈过去就帮老人把小车拉
了上来，然后向车厢里招呼着
给老人找了个座位坐下，帮老
人把手拉车提到身旁，动作无
比娴熟，一看就不是第一次做
这种事情，司机热情阳光的性
格 让 每 一 个 乘 车 人 感 觉很舒
服。

葛原生态

治治宰宰客客顽顽疾疾从从改改变变““多多头头多多脑脑””开开始始
□钟倩

据《齐鲁晚报》连日来报
道，针对旅客强烈反映的火车
站周边小餐馆宰客现象,记者采
访了相关管理部门:济南市天桥
区食药监、工商、税务、物价、济
南火车站广场管理处等。对于
这些小餐馆的宰客行为,上述五
部门各执一词,纷纷表示宰客行
为并非单一部门所能解决。市
民质疑,难道五个部门管理不好
一条街?

从记者采访的情况看，天
桥区食安办、食药监、工商、物
价等部门也联合行动，多次突
击查处，但收效甚微，而广场管
理处、物价局、工商局、食药监
局、税务局等部门，都各有各的

管理权限和难言之隐。屡治屡
犯，恶性循环，宰客现象已经成
为城市管理一块顽疾，市民深
恶痛绝，外地人徒生怨气，而相
关部门也是力不从心。

是多个部门管不了一条街
吗？笔者以为，问题症结不在

“管不了”上面，而在“怎么管”、
“如何管”上。用一句话形容，部门
“多头多脑”，管理起来就会“昏头
昏脑”，没有明晰的方向，陷入尴
尬困境中。每个部门都能管，但手
中权力有限，态度不够较真，互相
观望，最终导致公共责任沦陷，出
现监管空当，从而让火车站小餐
馆的商家钻了空子。进一步说，
没有执法高压态势，不法商家
无所畏惧，自然也就无视法律，
肆无忌惮了。

因此，为火车站小餐馆宰
客现象开个有效药方并不难，
首先要直面当下城市管理的漏
洞，梳理各个部门的公共责任，
由政府部门牵头，使各个部门
打出组合拳，推出问责制度和
督管制度，并健全管理制度，保
障执法能够落地。

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应畅
通监管和投诉渠道，不仅要求
餐馆内部贴出投诉电话，还要
在火车站附近醒目地方设置有
奖投诉平台，这样既能发动群
众力量进行监督，也能够形成
一定的威慑力和警戒力。当然，
在惩罚方面，相关部门还应创
新思路，灵活变通，对违法商家
和屡教不改的商户，应推出黑
名单、大红榜奖惩制度，对违规

者给予曝光，限制其今后从事
餐饮行业的权利或资质，包括
金融机构信贷业务等，而文明
商家则适当奖励。

一座城市是否文明有序，
火车站的印象是摆在首位的。
外地人或市民在火车站附近吃
饭时被宰，有损城市面子不说，
更多的是暴露城市管理的短板
和文明发展的污点。作为市民，
笔者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多走出
办公室，去火车站附近调研，多
一些转变思路组合执法，改变
多头多脑的管理方式，出重拳
突破治理困境，并形成常态化
管理机制和奖惩制度，以遏制
这种乱象，让火车站附近餐馆
宰客不再上头条，也给市民一
个满意交代。

帮帮讨讨薪薪不不如如防防欠欠薪薪

门门牌牌管管理理要要赶赶上上城城建建脚脚步步
□徐剑锋

单位门口的门牌号按说应
该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地
址只对应一个门牌号，可是近
日李先生却向记者反映，在槐
荫区的西沙路上，有好几个单
位的大门上都挂着俩门牌，问
路的人不解，指路的人也很迷
茫。（详见《齐鲁晚报》9日C04

版）
门牌具有很强的指示导向

功能，其设置是否科学规范，不
仅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
也与治安管理、交通邮电、消防
医疗等密不可分。比如，办理户

口要用它登记住所，邮递员要
靠它送信捎物，救护车、消防车
则以它“按图索骥”抢险救人。

随着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
和旧城改造的进程加快，一方
面部分企业、村落纷纷搬迁或
消失，另一方面新的地标建筑
也拔地而起，这一现实都催促
着门牌设置也应“与时俱进”，
以跟上城市快速发展的步伐。
不过十分尴尬的是，我市牌号
不规范问题日益显现，“自由散
漫”的门牌让人屡屡陷入“迷魂
阵”中：跟着路标走不对路，循
着门牌找不到门，业已成为城
市管理中的一块“硬伤”。

追根溯源，一方面是设置
不科学，由于历史原因和工程
报批“先天不足”，一些道路、建
筑物没有规范地纳入命名编号
范畴，难免会出现缺号增号混
乱；另一方面是管理不到位，或
更新更换不及时导致新旧门牌
混用，或随意自制门牌、自行编
号不予纠正，折射出职能部门
缺乏精细化管理的智慧和力
度。

尽管巴掌般大小的门牌看
上去不起眼，但却蕴含着民生
大学问。门牌的“乱”与“治”直
接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必须
依靠职能部门统一部署、统一

协调来“治乱”。如果门牌“糊
涂”，有关部门也“难得糊涂”，
那城市管理就真是一塌糊涂
了。

在笔者看来，解决门牌乱
象一方面要从城市规划入手，
完善门牌编码、统一制作、科学
设置等流程；另一方面应遵循
长效管理原则，在对现有门牌
进行清理整编的同时，也应健
全纠错补漏等协同机制。做到
这几点，有关部门亟需一份细
致、一份责任，并要把严谨细致
的工作态度、一丝不苟的敬业
精神传承到底，让每一块门牌
楼牌都能“门当户对”。

□朱慧松

自去年10月底工程结束以后，
刘胜(化名)每天都在为工人讨薪而
奔忙。但每次去讨薪，负责人都回复
说他们也在等拨款。三个月过去了，
刘胜心急如焚。（详见《齐鲁晚报》10

日C08版）
劳动者工资被拖欠之事在我们

身边屡见不鲜，几乎每逢年底，职能
部门都会开展声势浩大的帮农民工
讨薪之类的行动。平心而论，近年
来，职能部门帮讨薪的工作力度越
来越大，一些农民工也如愿拿到了
被拖欠的工资，这让人欣慰。但事后
帮讨薪，总会因为种种原因，一些农
民工难以拿到工资，如用工单位无
力支付，甚至老板早已跑路，职能部
门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也是收效甚
微。

因此帮讨薪固然重要，防欠薪

更为关键。在一些地方，建筑企业在
开工前要在指定账户存入保证金，
如果发生拖欠工资的情况，职能部
门将用这笔保证金来发放工人工
资。这样的做法值得推广。

同时还要防微杜渐，很多企业
欠薪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有个

“渐进”过程。职能部门要进一步加
强引导，让企业能落实按月发薪，同
时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劳动者的维
权意识，并通过多种渠道方便劳动
者投诉。一旦用工单位有欠薪行为，
劳动者在第一时间投诉，职能部门
及时调查、处理，这样能避免“小欠
薪”滚成“大欠薪”。

另外还可建立“黑名单”系统，
一旦用工单位有恶意欠薪，老板或
包工头有“跑路”行为将被“拉黑”，
日后不仅是在济南，在各地无论从
事什么经营项目或参与工程投标都
会受阻。

葛泉眼

电话：96706 邮箱：qlwbjzx@163 .com QQ群：107866225

@王朝：早上笔者接到同
事大张的电话，他告诉我他父
母煤气中毒住进了医院。我问
他咋回事，大张叹口气说两位
老人晚上烧土暖气，由于土暖
气的烟囱不通畅，导致煤气中
毒，幸亏被邻居发现得及时，
要不真是不敢想象。希望家里
烧煤的居民要及时检查烟囱、炉
子是否漏气。

公交司机帮老人提行李

又是煤气中毒

@朱风翠：昨天笔者的一
个同事带着她女儿回家时，刚
进电梯就看见一个年轻人牵着
一条大黑狗也上了电梯。在电
梯里，那条狗张着大嘴不时往
人身上嗅，虽然电梯里面没人
被狗咬到，但里面的人都吓得
不敢动弹。笔者觉得，电梯在
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
人们应该文明乘坐电梯，尽量
减少或是杜绝将狗、猫等宠物
带进电梯，以免发生意外。

牵狗进电梯，躲都没处躲

葛有么说么

别别“纸纸上上谈谈兵兵”，，来来点点实实在在的的服服务务

□阅微

近日，去市区某派出所办理了
换证业务，问及何时能领到新证
件，被告知十个工作日后打电话咨
询。估计着时间差不多了，拨电话
过去，对方了解情况后要求提供办
手续的具体时间。由于笔者一时记
不太清楚详细的日期，问能否通过
个人姓名给查找，可对方语气中透
着不耐烦，甚至连最起码的敷衍都
没有，就直接一口回绝，让人一阵
心寒。

记得去办手续那天，看到该派
出所门口的服务宣传栏上展示着
工作人员美好的形象和优质的服
务，有的耐心给服务对象办理业务，
有的现场热情回复市民咨询，还有一
个工作人员在微笑着接听市民来
电……这些优质的服务，像是一道桥
梁，拉近了双方的距离，给前往办事

的人一种踏实和温暖。
然而，理想与现实似乎从来都

是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距。通过切
身体验发现，那些耐心、热情、细致
的服务，大部分还是停留在宣传栏
上，在实际办事过程中，偶尔多问
一句话，或者所带资料不齐全，就
会引致工作人员不耐烦的“数落”。
也许有的工作人员认为，服务对象
过于关注自己的事情，经常会出现
重复咨询、表述啰嗦的情况，再加
上工作中每日从事繁琐枯燥的业
务，难免产生厌烦的情绪。

看似微小的细节，恰恰是工作
的重点。希望工作人员能够切实将
优质服务践行于实际工作中，而不
是让美好的形象仅仅停留在宣传栏
上，为民办事不是搭台演戏，再华丽
的演出也抵不过实际的行动。在工作
中多一些热心、耐心、细心、关心，让
群众更暖心而非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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