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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干旱时，但愿不再限时供水
葛 石平

近期以来，老百姓都眼
巴巴盼望老天下雨，眼看着
南方街道发洪水，北方也普
降甘霖，就是黄淮一带高温
持续不断，收完麦子后，夏种
无法进行。由于近期有效降
雨不足，枣庄市的受旱面积
达到145万亩，其中滕州和山
亭旱情严重，峄城和薛城出
现轻度旱情。

此次旱情不禁让人联想
起去年早些时候，或者更准
确的说，自前年入秋后，枣庄
无有效降雨，部分麦田因干

旱出现缺苗断垄、次生根发
育不全等现象，严重的田块
甚至出现干枯死苗，部分人
畜饮水出现临时性困难。直
到去年7月19日凌晨开始迎
来降水，再到20日中午12时，
全市过程降水量为5 0 . 5毫
米。这次降水过程结束后，全
市旱情基本得到解除。前后3

个季度持续干旱，创下了100

年一遇干旱记录。许多人至
今想起仍然感慨万千、唏嘘
不已。

枣庄市城市供水服务人

口是123 . 87万人，日供水能
力约92 . 17万吨，去年干旱期
间，实际供水能力只有30 . 6

万吨/日，缺口很大。市中区
被迫于去年4月中旬实施限
时供水，枣庄首次出现了限
时供水。稍高一点楼层水压
不够、供水也遇到困难。伴随
着去年7月下旬的几场大雨，
地下水水位明显回升，取水
量增大，枣庄市于去年8月30

日取消中心城区限时供水措
施。4个半月的限时供水在枣
庄从未有过。但还是发生了。

历史往往有很多惊人相
似的场景不断重演，历史的
教训多多回顾能让人长记
性。枣庄人引以自豪之处当
然包括这方水土是富水区。
然而，就是这么一方富水区
连续两年由于大旱，造成农
业生产和居民用水发生巨大
困难。从辩证的角度看，一方
面富水区有富水区的自然优
势，但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
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
对地下水的过度开采，谁也
不敢说今年的干旱何时解

除。另一方面富水区的人由
于富水也养成了大手大脚浪
费水资源的坏毛病。这些浪
费水资源的习惯在许多人的
行为中是不自觉的、无意识
的发生着。

本文收尾之际，看到一
则枣庄市供水总公司敬告，
称因持续干旱，各水源地水
位下降过快等原因，提醒广
大居民，家中做好蓄水准备，
以免给生活造成不便；同时，
提醒节约用水。在笔者在文
中通过对这两年的干旱事实

前后对比，并特别收录枣庄
市供水总公司的敬告，目的
只有一个——— 由衷地想让枣
庄人认识到水资源是如此的
稀缺宝贵，并非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更不能躺在富水区
的优越中随意挥霍用水，从
而用水时手下留情，减少浪
费，这是文明的行为，也是高
素质的体现，如此则善莫大
焉。唯愿枣庄百年一遇的干
旱不再，唯愿枣庄限时供水
不再，唯愿甘霖早日普降枣
庄大地。

扎有话枣说

安全感来自

信息的明确和公开

葛 沛公

即使房子不停往下掉水泥块，即
使雨季的时候还会有污水倒灌回家
里，住户也不愿意搬走。这是为什么
呢？因为他们不知道搬到哪去、不知
道是否还能搬回来、不知道这个住了
几十年的家是不是会就此消失。《明
知是危房居民却不搬离》的文章，讲
述的就是这样一群没有安全感的住
户的故事。(《齐鲁晚报》6月22日报道 )

文章里的9号楼已经被定为了危
房，住户们被要求6月底前搬离，但是
几乎没有人搬离。他们不是不知道住
在危房里危险，也不是不想住好的房
子，而是心里没底，搬走了去哪里呢？
每个月160元的补贴不如住在自己的
家 里 让 人 安 心 ，即 使 这 个 家 摇 摇 欲
坠。住户们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们不
知道自己的单位是怎么打算的，不知
道是打算拆掉9号楼重建呢还是打算
进行修补，对于搬出去之后会发生的
事，他们一无所知，人总是会对未知
的事物抱有恐惧感。

所以，想让住户搬走很简单，把
对住户搬出来后的安排、对 9号楼的
规划，明确下来，公布出来，让住户了
解 心 里 有 底 。在 文 章 中 记 者 采 访 得
知，住户们的单位表示会对搬出的住
户进行安置。如果早一些告知住户这
件好事，住户或许已经搬了出来。但
同时我们也看到，对于 9号楼之后规
划的具体方案，以及方案具体的内容
和实施时间，住户的单位并没有明确
说明，这又不禁会让人忧虑，如果搬
出后，9号楼被封掉，事情就此不了了
之怎么办？

要解决这件事，还是需要单位尽
快公布对 9号楼的规划，并和住户们
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让事情的
发 展 脉 络 变 清 晰 ，让 信 息 明 确 和 公
开，这样住户们才会有安全感，才会
有勇气搬出自己的家。

社区圈地应该休矣
葛 孙世华

本 来 是 公 摊 面 积 ，由 于
个 别 人 的 贪 占 行 为 ，小 区 楼
道成了堆放自行车和各种杂
物 的 私 人 领 地 ；绿 地 成 了 小
开荒、“青纱帐”；马路成了晒
粮 场 … … 事 情 发 展 到 现 在 ，
有 人 干 脆 社 区 圈 地 ，先 下 手
为强，随便画个圆圈，安个地
锁，就将一块“国土”据为己
有，结果，大家的地方，成了
个人的地方。如今，这种现象
已经司空见惯，严重的，还成
了热点新闻。

比如《业主私设地锁“圈

地”停车，一些车主为占车位
纷纷效仿》(《齐鲁晚报》6月19

日报道 )，看过报道之后，笔者
内 心 产 生 一 个 疑 问 ：究 竟 是
何原因造成了这样的局面？

首 先 ，设 计 规 划 存 在 缺
陷。作为楼房建设的开发商，
应当考虑到现代生活的快节
奏 ，尤 其 是 代 步 工 具 不 断 增
加的强劲势头。为此，在小区
的 地 下 、室 外 或 者 其 它 一 些
地方，应当建设预留停车场。
其次，相关部门监管不利。作
为 小 区 物 业 的 管 理 者 ，假 如

小 区 确 实 没 有 太 多 的 停 车
位，就应该及时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而不是坐视不管。除
此 之 外 ，还 要 争 取 主 动 ，公
开、公正地与全体业户商量，
拿 出 一 个 可 行 性 的 停 车 方
案，即，大家的事情大家说了
算，只要保证收费合理，支出
公示，大家的利益不受侵犯，
就完全可以做到停车秩序有
条不紊，各方满意。最后，宣
传 不 到 位 。社 区 应 该 加 强 这
方 面 的 宣 传 力 度 ，让 每 一 个
业 主 明 白 ，公 摊 面 积 是 大 家

的 ，而 为 一 己 私 利 破 坏 公 共
秩 序 的 行 为 不 会 有 任 何 好
处，弄不好，还会犯下众怒。

我们都知道公共生活的
核 心 是“ 人 人 为 我 ，我 为 人
人”，两者辩证统一，不可分
割。只有先做到我为人人，才
能 实 现 人 人 为 我 。这 种 价 值
取向就是要对国家、对社会、
对 他 人 充 满 责 任 感 ，这 也 是
调 节 人 际 关 系 、维 护 社 会 秩
序、促进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因 此 ，笔 者 诚 挚 地 说 一 句 社
区圈地应该休矣。

路边摊晒小麦令人忧
葛 杨晓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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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南派出所积极开展
防范电信诈骗宣传活动

滕州市善南派出所多措
并举扎实开展电信诈骗防范
宣传活动，受宣传教育群众
超万人，取得了良好效果。

一是加强银行网点防骗
宣传。组织民警在银行各营
业大厅张贴防范电信诈骗宣
传资料。二是加强社区防骗
宣传。提高居民群众的防范
警惕性，做到社区群众家喻
户晓。三是加强单位场所防
骗宣传。针对医院、学校、市
场、网吧等场所单位人流量
大的特点，会同场所单位开
展了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
见的宣传活动。四是加强街
头路面防骗宣传。通过定期
开展社区、集市宣传活动，组
织民警走上街头向人民群众
发放宣传资料、讲解防诈骗
知识，扩大防范宣传的社会
影响力。 （李雨龙）

龙阳派出所深入贯彻
市局重点亮点及社会
管理创新工作会议精神

近期，市局重点亮点及

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会议后，

滕州市公安局龙阳派出所为

保障辖区重点亮点及社会管

理创新工作有条不紊地扎实

推进，积极组织全所人员对

于会议内容进行了深刻学习

和领会。吴进军所长要求全

体同志要一如既往地持续坚

持“送证走访”，稳步推进重

点亮点工作；在社会管理创

新上，结合当前社会治安形

势，提出了“青少年分层次管

理”模式，根据辖区青少年家

庭结构、留守儿童、现实表现

等，分层次和侧重点实施教

育、管理，有效预防和减少青

少年违法犯罪，为构建和谐

稳定的治安局势奠定基础。

（隋传涛）

枣庄市第十九中学
成功承办薛城区
班级文化建设现场会

近日，薛城区班级文化建
设现场会在枣庄市第十九中
学召开。来自该区中小学的校
长、德育主任和团委书记一行
共70余人实地考察了十九中
校园文化建设情况并观看了
学生“为礼三字歌诵读”和特
色太极扇表演。

枣庄市第十九中学围绕
“以礼育人、弘德博学”这一主
题，全方位实施礼文化教育，
将班级文化、走廊文化和楼道
文化有机结合，形成了“明礼、
勤奋、严谨、创新”的校园文化
氛围。

此次现场会充分展示了
枣庄市第十九中学班级礼
文化建设成果，为该区镇街
学校班级文化建设树立了
典范。

(张思江 李忠敬)

该罚的一定要罚
葛 侯敬方

芒种前后，是农民朋友
们最为繁忙的季节，虎口抢
粮，机不可失。家家都忙着
收麦子，每到这个时候，也
都能在村庄附近的公路上
看到一幅幅大红标语悬挂。
内容大都是“禁止在公路上
打场晒粮，违者罚款3 0 0 0

元。禁止焚烧麦秸，违者拘
留15天”等等字样。然而笔
者看到的却是与宣传条幅
内容完全背道而驰的景象。
在一些公路正中央的位置
上，摊放着麦秸，过往的车

辆来回碾压脱粒，旁边有人
肩扛麦杈、耙子、扫帚、木锨
歇着，等待碾压的差不多
了，用麦叉翻场，在公路上
打场就像在自家一样的逍
遥自如。等到夜里又有人提
前去公路上抢占地盘，唯恐
没有“吉地”打场。公路上晒
粮打场，不仅不利于交通，
还可能出现危及人身安全
的隐患。年年宣传，收效甚
微，如此看来宣传标语走的
岂不是“光打雷不下雨”的
形式？

眼下，小麦收割进入
收尾阶段，虽说机械化收
割小麦比以前方便多了，
但打下的粮食仍须晾晒。

在一些路段，笔者看
到道路两边摊晒的粮食连
绵不断，农民们还不时用
耙子翻动粮食。有的农民

为了隔离粮食与车辆，还
在粮食旁边放置了一些树
桩、石块等障碍物，有的一
边晒粮一边来回走动，而
一些车辆就从粮食上面、
农民身旁穿行，非常危险。

道路两边摊晒小麦不
仅影响交通，而且人身安
全无保障。农民也知道在
公路上晒粮违法、有危险，
却找不到更好的办法，盼
望有关部门能早日解决他
们“晒粮难”的问题。

街街谈谈
巷巷议议

说咱枣庄的事儿，拉咱枣庄的理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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