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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节到了，热热闹闹、温馨
隆重的庆祝活动不断上演，对老人
来说，社会的尊重是一部分，可
他们更需要后辈的尊敬与交流。

家有老人，在外打拼的青年人，

不如借这个节日，提起笔来，铺
开信纸，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写
封信吧。

提笔写信，在电子时代可能
是很多青年人久违了的事，在重
阳节，给老年人写封书信，却别
有意义，这是对老人的尊重和祝
愿。当我们在期望老年人跟得上
时代步伐的时候，也应该适当地
尊重他们的传统习惯和意愿，而
且的确有些老年人因为家庭经济
状况或身体原因而无法使用电脑
手机。因此，和他们保持联络与
沟通，除了面谈，就必须首先选
择书信这种最有利于他们阅读理

解的方式。

提笔给老人写信，自然是要
祝贺节日，祝愿高寿，同时，也
可以讲述自己成长的故事，也可
以通过书信交流，探听老人如
歌的岁月留声。如今生活好，

老人们不缺吃穿，缺的是交
流、缺的是倾听、缺的是对自
己人生经验传承的重视，这一
封书信有可能成为今后持续交流
的开端，也能打开老人心扉，调
节老人情绪，缓解老人寂寞，提
供了一个有益有效的渠道。这样
的好事，现在不办，还等什么
呢？

重阳节，给老人写封信吧
□陈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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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上午，一工地接连两次爆

破，导致附近楼房的一楼墙壁产生裂

缝，二楼的天花板被震落。回忆起当

时的一幕，在一楼办公的张女士仍心

有余悸 ( 1 0月 14日《齐鲁晚报》报

道)。

众所周知，闹市区一般高楼大厦

林立，人口稠密，在闹市区里实施爆

破作业，一旦发生意外，其危险性和

破坏力将远远高于在旷野里进行。因

此，闹市里实施爆破作业，保障公民

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应放在首

位予以重点考虑。

依笔者之见，除国家规定之外，

爆破从业单位和技术人员还应深入实

地调查论证，在完成上述“规定动

作”的基础上，制定一套符合爆破现

场及周边情况的“自选动作”作为有

效补充，以细化为可操作性更强的安

防措施。

文化东路一工地接连两次爆破，导

致附近楼房的一楼墙壁产生裂缝，二楼

的天花板被震落。这正是———

工地施工图省心，无辜市民却担惊。

随便爆破闹“地震”，市民怎能不伤心。

楼晃顶塌令人愤，墙体裂缝人忧心。

“震愤”人心惹众怒，造成事故悔恨迟。

严加管理讨“说法”，群众利益不容侵。

因黑西路改造，泉城路

临时开通公交了。

在这之前，有许多市民

曾提出让公交重新回到泉

城路的建议，提出建议的原

因是这么大、这么繁华的泉

城路上，因没有公交车而给

市民出行造成困难，市民到

此游玩或办事，须从别的路

转过来，存在很大的不方便

因素。

笔者认为，既是市民所

需，市民的合理建议，政府

就应接受，满足市民的合理

要求。泉城路不是不具备通

公交的条件，是因当时的

大理石路面不适合公交车

通过而制定的，而现在的

路面早已恢复，允许别的

车通行，而不让具有公益性

的公交车通行，既不符合民

意，也从道理说不过去。

笔者认为，相关部门应

体察民意，正式解除泉城路

无公交的禁令。黑西路完工

后，相关部门不但可以在黑

西路上通一部分公交车，也

可以在泉城路上保留两条

公交线路，这样不但能解决

泉城路上无公交造成的市

民出行难问题，也能适当缓

解附近的堵车问题，减小交

通压力，使周边几条道路的

交通更加顺畅。

原本用于全民健身
的健身广场已是千疮百
孔、自身难保，请问谁来
给健身广场“健身”呢？

作为主管部门的济
南市体育局负责人表
示，目前健身设施维护
的责任已经具体到各个
办事处，但不少办事处
表示，维护起来比较困
难，其中人为破坏是器
材损坏的主要原因。双
方都认为对方有管理责

任，而健身器材的维护
就在责任认定中被无限
期地拖后了，于是损坏的
器材越来越多直至全军覆
没，也就无需再修了。

健身器材“病”了，

而且“病”得还不轻，急
需体育、社区等各部门
的“联合会诊”，只有齐
抓共管、对症下药，才能
使其重新焕发应有的活
力，健身广场真的需要

“健身”了！

谁来给健身广场“健身”？

□高风丽

闹市爆破，

要先安全防范
□赵峰怡

“震愤”人心

□马洪利

泉城路公交车

能否长久保留

□张颂华

格犀言利语

据《齐鲁晚报》报道，去年全运会前夕济南新建成一万多处

健身点，然而仅时隔一年，大部分健身器械便惨遭不幸，目前已

有194条健身路径共460件器材损坏严重且面临维修困难。

全运“遗产”屡遭“黑
手”，令人痛心，一定程度
上说明其管理和维护存
有漏洞，部分市民公共意
识有缺失。另外，文化墙、

健身器等遍布全市各个
小区，分布广、数量多，单
靠工作人员进行监管显
然力不从心。

笔者认为，既然这些
全运“遗产”为民所用，就
不妨让群众参与监管，有
关部门可组织推选各个

健身广场、文化墙的具体
监管员，既可选定退休老
人，也可选择在附近工作
的环卫工人、交通协管
员、单位保安以及其他
相关人员，及时制止人

为损坏，不能制止的，要

第一时间进行举报。同
时，有关部门还要加强对
监管员的管理，对监管
情况进行巡查，并及时
帮助解决监管员反映的
问题。

不妨设立群众义务监管员
□柳清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