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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治下下雪雪后后遗遗症症，，你你也也能能出出份份力力

雪天防滑，真有两把刷子

@王晶：今天坐K93路公交车通过土
屋路的时候，路面有不少积雪。驾驶员从
车厢后部拎了一袋子东西，下车后呈S形
撒在马路上，原来是防滑的炭渣。车辆安
全通过此处，后面跟着的车辆看到路上
有了防滑炭渣，也都跟着顺利通过。

@陶玉山：24日晚上路过南辛庄街，
看到路边不少门店的人员冒着雪清扫门
前的积雪。我对这些门店有了几分好感。
以后买东西，我会先选择这些门店的。

葛原生态
葛齐言九点

下雪后行车道上撒了融雪剂，还有除雪车，车辆来往也比较多，一般清得比较快。人行道上及一些广场、
小区内等地的积雪清扫周期较长，容易结冰，行人通行不方便。不少人认为，对于雪后通行不便，除了职能部
门要尽职履责，市民也该帮把手。

□张九龙

盼望着，盼望着，冬雪来了。一场大
雪净化了空气，净化了心灵，却也给出行
的市民带来诸多不便。市区交通干道人
来车往，成为除雪的主战场，而主干道两
侧的非机动车道、人行车道的积雪却得
不到及时清理，许多背街小巷、小区内部
更是成为“溜冰场”。

俗话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
瓦上霜”，这本是劝人不要多管闲事。可
到了现代社会，扫清自己门前雪却成了一
种奢侈。在社会公共服务触角无所不至的
今天，人们生活越来越便利，在城市里，人
们习惯于把道路保洁工作都推给社会，坐
享其成。但偌大的城市，仅靠济南这8000

多名环卫工和有限的小区保洁人员清理

积雪，效果可想而知。清扫积雪虽是他们
的分内事儿，可是有时大雪难扫、结冰后
清扫起来更是困难，这个时候，我们是否
也应该帮一把呢？

近几年，济南降雪明显偏少，盼来一
场雪，市民大多只顾赏风景，及时除雪的
神经却松懈了下来，城市的“下雪后遗
症”随之显现。人行道、小区里、路边门
头，越是行人多的地方，积雪坚冰就越
多，挨摔的几率也就越高，一路走来，倒
是真成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其实，
那些对积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人，谁
能保证自己就不挨摔、不被坑呢？扫清积
雪，首先方便的是自己，不能总等着别人
来扫。

白雪不仅是装点城市的魔法师，也
是检验城市文明的试金石。城市文明看

什么？看细节。文明不是高高在上、虚无
缥缈，它就在我们身边。夏天不积水，冬
天不积雪，这就是城市文明的一种体现。
以前单位、学校一声令下，铁锨扫帚齐上
阵，全民扫雪，累并快乐着，那场面热火
朝天，好不热闹。如今在都市里，这种集
体参与式的场景少了，总感觉是一种说
不出的遗憾。

抛开情，还有法。门前雪究竟该由谁
扫，济南早就有“硬杠杠”。根据济南市
2014年出台的相关文件，临街机关、团
体、部队、学校、社区、村居、企事业单位、
个体工商户都是临街门前市容环境责任
单位，有清理门前积雪的责任。可见，清
扫门前雪是有章可据。济南有必要进一
步完善应对极端恶劣天气的机制，把扫
雪动员工作做到前面。

下雪后遗症，得靠大家一起治

齐
言

扫雪的咋不见年轻人

@冯勇：在一些小区，笔者注意
到，不惜体力认真清扫的往往是那些
中老年市民，四五十岁的就算年轻的
了。那么，正是年富力强身坚体壮的
年轻人都跑到哪里去了？或许，年轻
人为事业打拼都比较忙，许多年轻人
还没有下班回家，但一早一晚稍微抽
出些许时间，拿起扫把铁锨等工具，
自扫一下门前雪，年轻人还是应该能
够办到的。

九
点

责任心、工具，一个都不能少

@程永鹏：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现在大部分家庭没有铁锹或者扫
帚，想扫扫马路的雪也有心无力。

@台应新：记得原来单位组织扫
雪，事前把大扫帚、铁镐、铁锨、簸箕、
炉渣等准备齐全，扫雪时领导带头大
家齐上阵。现在想参与扫雪，一没有
工具，二没有人组织，三没有划定“自
扫门前雪”的区域，总不能一个人盲
干。

杠子头话题征集

本报剪子巷杠子头栏目自创办以来,得到了众多杠友的支持与厚爱,为将杠子
头栏目办得更好,集思广益,现向广大读者征集每周一期的杠子头话题,征集那些围
绕济南、贴近生活、适合开杠的话题。

如果您有适合抬杠的话题,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发送至邮箱qlwbjzx@163 .com,

并附带您的联系方式。如果您的话题被采用,将会在杠子头栏目公布并有相应稿
费。

□徐可顺

济南五年造林108万亩，建城
市绿地2226万平方米，荣膺国家
森林城市称号。（详见11月25日

《齐鲁晚报》B07版“森林城市称号
济南终于拿到了”）。

闻此，笔者欣然。可与不少市
民一样，转念一想，新增加的这上
百万亩、上千万平方米的林地、绿
地在哪儿呢，回头看看身边城区
绿树、绿化并没有很大变化啊。原
来新增的森林面积主要集中在郊
区。怪不得这些年，每逢节假日，
城里人总冒着“堵”的困扰，拉家
带口还往南山及郊区钻啊。原来，
那里才是城里人向往和追求的

“绿满窗前草不除”乐土啊。
而反观城区呢？笔者是一个

多年的步行族，每当炎炎烈日直
射胸背时，就非常渴望人行道上
能多些绿荫。可是目前这样的道
路在城区你能找到几条？经十路
作为东西大动脉，人行道上的树
苗多处青少年期，树冠小得可怜，
绿荫遮不住人身；其他如经六路、
大纬二路、泉城路、经四路等，树
冠也多是成长中的，只有南郊宾
馆、山东大厦前几条小路堪称济
南道路绿化的“典范”。

固然，城区场地受限、可供绿
化的地面少之又少，增绿困难。而
另一方面，增绿难恐怕还与这些
年城市建设中，忽视老树保持而
新树种植不够有关。就拿道路拓
宽改造来说，一些道路拓宽改造
中，老树被砍伐了，即便补种了新
树，能长成为人遮阴的树，恐怕还
得等多年后；还有一些小区物业，
为了省事，在修剪树木时将整个
树冠都砍掉。如此做法，让人心痛
不已。济南已获森林城市称号，希
望其不仅是郊区绿意盎然，城区
同样要有参天大树。而这，也有赖
于对城区树木的保护。

森林城市
要植树更要护树

□谢庆富

还有两个月，济南市民刘女士购买
的房子就要交房了，近来，她每天都要
收到七八个推销电话，询问她是否装
修，还有有关装修的短信也频频发来。

（详见11月25日《齐鲁晚报》A14版“快收
房了，装修短信雪片般飞来”）

刘女士遇到的情况想必不少市民
也遇到过。业主刚刚拿到新房钥匙，装
修公司的推销电话就打过来了；市民
到某楼盘看房顺便登记下电话号码，
马上其他楼盘的推销电话也随之而
来……一个接一个的推销电话，让市
民不堪其扰。

推销人员是怎么知道市民个人信
息的？大家不用想都知道，市民的个人
信息被别人泄露了。而泄露市民个人信
息的人，也很容易就能推断出来——— 这
边刚留下电话，那边推销人员就打电话
过来，泄露信息的还能有谁？不过，市民
明知个人信息被泄露，也明知被何人泄
露，却很难揪出幕后黑手。个人信息泄
露并受到骚扰后，大多数人选择忍气吞
声，只有少数人报警或向相关部门投
诉，但结果往往是不了了之。

市民个人信息泄露主要有两方面
原因：一是事主自身原因，泄露是主动
的，比如在网站公开自己的个人信息

（非后台注册）造成；二是被其他人故意
泄露，泄露是被动的，比如一些网站工

作人员将后台注册的网民个人信息非
法出售，一些服务性行业工作人员甚至
是政府部门公职人员也可以趁工作便
利获取市民登记的个人信息并非法出
售。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严重侵犯
了公民的隐私权，是一种违法行为，必
须予以严厉打击和防范。

虽然目前我国与个人信息保护相
关的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已多达
200多部，但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迟迟未能出台。近年来，我国持续不断
打击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大量案件
告破及审判，向外界发出庄严宣告———
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中国不存在任
何法外之地。不过，一部专门保护个人
信息的法律———《个人信息保护法》的
缺位让执法部门执法时多了一层束缚，
同时也给那些非法出售、窃取公民个人
信息者助了胆，显然是不利于公民个人
信息保护的。社会对个人信息保护立法
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个人信息保护法》在两大方面应
有所作为：一是对政府部门利用公权力
泄露个人信息应当加以重点规制；二是
对一些大众服务类企业，诸如金融、电
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对客户信
息的保护应当作出严格的规定。此外，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订和颁布实施
也应更全面更完整地保护网络上的个
人隐私和信息，同时倒逼互联网企业加
强行业自律。

葛有么说么

信信息息易易泄泄露露，，保保护护不不能能总总是是在在路路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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