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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笔者在《济南日报》看
到《“书记信箱”千封来信件件回
复》的报道，感到眼前一亮，心

中一震。历城区设立“书记信
箱”，搭建党委和群众“网络面对
面，接触零距离”平台，为群众办
实事，体现了对民生的关注，对民
意的尊重。

当前，不少地方民意诉求渠
道不畅，向有关部门反映遭遇踢
皮球，向信访部门反映被一拖再
拖，进京上访有人截访，群众呼天
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由此造成了
一些地方频频出现跳楼维权、自
焚维权等极端事件，严重影响了
社会和谐。“书记信箱”开辟了一
条了解老百姓困难、为老百姓办
实事的网络渠道，群众在网上敲

敲键盘、点点鼠标就能把所思、所
想、所盼反映到上级部门，既避免
了奔波之苦，又能及时解决问题，

省时省力省心。

但笔者也有一些担心。一些
地方为迎合上级，想了一些招数，

给群众反映问题提供了通道，有
了良好的开局。然后，就是媒体报
道、领导视察、总结经验、对外推
广，热闹非凡，给领导脸上贴了
金，领导有了政绩。但之后便偃旗
息鼓，让群众空欢喜一场。

期待运行已近一年的“书记
信箱”能够长期坚持，避免昙花一
现。

“书记信箱”勿昙花一现
□浩然

格犀言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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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允山

青后小区3区2号楼1单元，“家家冷

热两重天”。而杏村苑小区的老张家里则

是“好几年了，俩卧室没热起来”。两家遇

到的问题都是存在多年的供暖顽疾，住户

年年都去找，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作为住户要做到未雨绸缪，每逢隆

冬来临，才想起暖气不热，再去找相关

部门，但是此时供暖已经开始，再大规

模地停气、挖沟、修缮管道，确实有着很

大的困难。何不在供暖季节到来之前就

督促有关单位把问起给解决了？

说实在的，无论是供热单位还是物

业部门，都有一种惰性思维，你找的不

紧他才懒得管你的事呢，尤其是碰到这

种多年难以解决的、需要投入大量资金

和人力的供暖顽疾，能拖则拖。

这就是为什么省城存在的一些供

暖问题年复一年地被媒体报道而始终

得不到解决的原因所在。

□程占新

据报道，一团购网站谎称与影城合

作，原本60元一张的电影票网购只需9

元，一天内，包括郭女士在内的1000多

名市民网上付款购票。但是，市民们询

问影城得知，根本没有这项优惠业务。

原来，大家都被骗了。这正是：

善恶美丑啥都有，小心歹人下黑手。

莫要轻信网上言，网购之前细思谋。

自保意识要增强，休听巧言陷里头。

□张颂华

据报道，紧挨居民楼要

挖地下车库，新世界阳光花

园业主抵制开发商拆围墙施

工。

近年来，开发商为获私

利，利用各种手段侵犯居民

利益的事屡见不鲜，且就目

前情况来看，呈现出一种不

正常的上升趋势。为何出现

这种情况呢？因为开发商属

“特级人物”，手中持有居民

怎么也晃不动的“特权”，动

不动就使用强制的“硬手

段”，要居民无条件接受他

们的“规划建议”或“提高收

费建议”等，对于这种情况，

居民大多是敢怒不敢言的，

即使敢言，也很难晃动他们

“极具权威”的决定。

此次事件就属这种问

题。原是居民共有的面积，

距居民楼只有短短6米的距

离，开发商就因为个人的一

点私利而进行规划，建设“一

本万利”的车库，到底是谁给

了他们如此大的权利？

再大的“权利”，再高的

“利益”，也高不过居民的安

全，高不过国家法律。在安

全距离之内施工，存在巨大

的安全隐患，稍有不慎就会

危及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小的可能导致楼体不稳、墙

体裂缝，大至楼基下沉、楼房

歪斜倒塌等，笔者禁不住要

问：开发商的私利与居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孰轻孰重？为

了个人的一点利益，而置居

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于不顾，

在良心和情理上能过得去

吗？

□林荣耀

据《齐鲁晚报》11月30日报
道，众多市民拨打热线，为民政部
门明年工作提建议。其中有市民
表示，新建小区的名称应该更加
规范。

近年来，省城的楼盘名称越
来越花哨，几乎到了言必称“花
园”、“广场”的地步。既然楼盖在
济南，怎么可以称呼“巴黎花
园”、“浦东花园”、“外海·西子
城市花园”、“艾菲尔花园”呢？

诸如此类，真是让人如坠五里
雾中。起名字追求新意无可厚
非，但是应该承认，哪一方水土
都有自己的文化习惯。工人新
村，省城人皆耳熟能详的一个
小区，方圆之大以致不得不分

成南北两个“村子”，这个名字
实在是很普通，但是谁能说它
土气呢？谁又能说从中体会不
出一点“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的
历史感呢？

给楼盘起名字，不该是“孤芳
自赏”的“闭门造车”，而是要着重
考虑其社会价值，首先得让人叫
得顺嘴，最好再来上一点文化含
义。一味地求大求洋，说严重点，

未必不是民族自卑感和崇洋媚外
心态作祟。中关村很土气吧，还不
照样成为响当当的中国硅谷？前
一阵子石家庄闹着改名字，遭到
舆论的一致“阻击”，也从反面昭
示了名字问题上的人心所向。如
今的小孩子起名字，已经鲜见曾
经“盛极一时”的二字结构，而且
辈分越来越受重视，说明经过短

暂的迷失之后，起名字这件事也
在回归传统。总之，只有民族的才
是世界的。

楼盘名字起得稀奇古怪，还
会给相关业主带来一些不应有的
烦恼。比方说，有客人上门走访需
要问个路，“聚鑫旺园”、“盛基汇
景公寓”这样的名字，叫起来不是
很费劲吗？同样是最近几年开发
的西沙小区和园丁小区，要意思
有意思，要问路易上口，岂不是很
好吗？再比如，有的业主落户时才
发现小区名字没有通过审核，结
果大费周折。

无厘头，“空大洋”，“楼八
股”，对省城形象造成了“污染”。

为此可以考虑把名称审查作为销
售许可的前置条件，并对现存“不
良”楼盘名称有步骤地加以治理。

网购之前多思谋

解决供暖顽疾

应未雨绸缪

格一家之言

“楼八股”不利于省城形象

开发商利益

和居民安全

孰轻孰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