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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剑锋

今年，槐荫区住房保障
管理局将投入5100万元，对
1995年前建成的27个老旧小
区进行整治改造，并探索建
立长效物业管理机制。（2月8
日《齐鲁晚报》）

没有百姓的舒适，就没有
城市的提升。老旧小区改造不
仅是拉长城市建设“短板”、实
现一体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
群众渴求幸福生活的热切期
盼。说得再透一点，这是一项

“看得见、摸得着”的重要民生
工程，政府责任重大、责无旁
贷，必须持续“发力”，一步不松
地加快基础设施、配套功能建
设，从根本上改变脏乱差的窘
况。

真心实意地将老旧小区改
造这件民生实事办好，不仅关
系到群众能否“安居乐业”，更
是连着政府的责任和信誉。俗
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
亮。”改造老旧小区涉及面广、
工作量大，必定会遇到各种各
样的难题和阻力，过好“民意
关”十分重要。改造前多一点意
见征询、科学论证，多一些集思
广益，就能够得到广大群众的

理解、支持和配合。
虽说老旧小区改造难以

“十全十美”，但最基本的“底
线”要做到“三个符合”：一是符
合老旧小区自身发展规律的要
求；二是符合现代城市的功能
定位要求；三是符合以人为本
的要求。广泛听取民意、集聚民
智，让每个老百姓真正参与到
改造中来，充分尊重并保障大
多数群众的利益，已成为当务
之急。

事实上，也只有给大多数
群众“话语权”，在开门纳谏、充
分讨论中，广泛集合社会各界
的好声音，才能拿出体现民意
的好方案。

□甘泉

据2月8日A07版《齐鲁晚
报》报道：天桥区桑梓店街办的
招聘会现场，像快递员、送餐
员、装卸工这样的体力活受到
追捧，而一家装饰公司招聘平
面设计人员，却“守了一上午，
一个技工没招到”。

表面上看，不免让人有些
大失所望或焦急，但仔细琢磨，
技术工难招又岂不是一件大好
事情。用工信号往往在某种程
度上反映了经济发展的“晴雨
表”，技术工难招或许释放的是

大力提振实体经济“脱虚向实”
的转变。

“艺到用时方恨少”，这在
一定程度上也提醒相关单位
和部门，要达到让农民工兄
弟更体面并多挣钱，一方面
既要忙着为他们牵线搭桥找
工作，另一方面，也或许是更
重要的，就是千方百计为原
住民搞好培训，提升本领。

当下招工难不是难在体力
活，而是难在招技术人才的情
况下，势必倒逼农民工学技术
和重视工匠精神。让靠专业
和技术挣钱，不仅成为当下
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更是
今后努力的目标和方向，何乐
而不为？

老旧小区改造要过好“民意关” 技术工难招也并非坏事

□张九龙

智能共享单车项目摩拜单
车1月25日正式登陆济南以来，
迅速受到了广大市民的欢迎，
骑共享单车成为当前的时尚，
有些区域甚至出现了“一车难
求”的火爆景象，远远超出了之
前大家的预料。

引入共享单车，核心是为
了治理城市拥堵。目前，济南机

动车保有量高速增长，截至目
前已达182 . 4万辆，且呈快速持
续发展态势，2017年底可能突
破200万辆，到2020年或将朝着
300万辆迈进。随着城市机动车
数量的增长和使用频率的增
高，济南市道路交通和生态城
市建设压力与日俱增，推广公
共交通和绿色出行无疑是必然
的选择。

效果如何，大家想必都有
目共睹。既环保又健身，对自己
和社会都有裨益。共享单车的
实践证明，市民们对公共交通
和绿色出行是欢迎和支持的。
不少尝鲜的市民都说，以后只

要天气好，就愿意骑共享单车
出行。可见，如果公共交通和绿
色出行足够便利，市民会主动
选择少开私家车，那么城市治
堵、治霾将会水到渠成。

在物质条件丰富的现代社
会，绿色、环保、低碳、健康的生
活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共享单
车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契
机。不仅让人们有条件回归自
然、善待环境，而且潜移默化
中，能在全社会兴起新的风尚，
其意义超出了交通工具本身，
带给这座城市和广大市民的改
变也将远超预期。比如市民更
加关注慢行路权，更加关注自

行车停车区域设置，更加关注
共享单车使用中的不文明现
象，这对城市道路规划和城市
文明都将是极大推动。

济南是摩拜单车继上海、
北京等城市之后进入的第14个
城市，有经验教训可循，在运营
上有自己独特的地方。特别是
从一开始，济南市政府与企业
全面合作，利用市场化、科技化
手段，以智能化、精细化运营的
方式，共同管理、规范共享单车
文明使用秩序。这使得济南共
享单车的整体运营秩序和运营
状况表现突出，也是共享单车
能风行泉城的关键所在。

过去每到“无车日”，有关
部门会发出倡议，号召市民少
开一天车，可效果却逐年减弱，
政府主导的公共自行车也因为
种种原因推进缓慢。共享单车的
出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治堵、
治霾完全可以有更开放的胸襟、
更开阔的思路和更多元的尝试。

治堵、治霾是交通问题、环
境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政府、
企业和市民齐心协力，共同参
与，一起用“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来想点
子、蹚路子，完全可以实现“变
道换向”、药到病除，这正是城
市发展的内生动力所在。

借鉴共享单车，用市场化思维缓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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