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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民健身工程器材普
及到烟台80%的小区，公众设施被
如此重视，着实令人高兴。但随之
而来的后期维护，则让人大跌眼

镜：不少小区健身器材“超期服
役”，甚至出现“缺胳膊少腿”的现
象。(详见本报今日B04、05版)

从理论上讲，谁购买了健身
器材，谁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但现实的情况却是，不少小区的
健身器材暗藏安全隐患，却不见
购买方提供解决的方法和措施。
八个小区中就有四个小区的健身
器材出现问题，或“带病上岗”，或
沦为摆设，有的小区甚至出现砸
伤老人的事。

那么购买方为何迟迟不提解
决办法？事实上，安装健身器材的
小区并非全是主动购买的，不少
是尊重居民意愿，接受单位赠予
的，出现安全问题的小区，也多是
这部分接受赠予的小区。

据介绍，健身器材的维修费
用由受赠单位来承担，但是很多
受赠小区，如街道和居委会，面临
资金不足的情况，寄希望于政府
相关部门能够给予补贴。对此，相
关部门也在积极争取资金支持。

但资金尚未到位，维护却需
提前。就目前而言，多数健身器材
的使用年限是两到六年，生产企
业也做出了相关承诺，这就等于
告诉购买方，超过期限这个产品
就不应该再用了。

小区里安装健身器材，确实
是件好事，但是安后就没人管了，
着实不应该。笔者认为，小区健身
器材的维护和保养需得到足够的
重视。首先，受赠方应做好提醒工
作，防止市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健身器材所伤，同时建立健身
器材的维修机制。其次，小区健身
器材也有必要纳入居民小区以及
社区的日常管理，应该有人进行
日常维护，能修复的及时修复，不
能修复的及时更换。我们看到有
的居委会主动承担维护责任，还
有的居委会选一个组长定期对体
育器材进行检修，这些他山之石，
都值得我们借鉴。最后，加强市民
的素质教育，在正确使用健身器
材的同时要注意爱护公共设施。

传统名小吃能否“再现江湖”？
□汪强

前几天到旅游大世界逛了逛美
食节，除了台湾蚵仔煎、天津狗不理
包子、韩国打糕等中外小吃外，还尝
到了我们烟台的传统小吃，比如宁
海脑饭、醉螃蟹等，但是这些小吃在
烟台街头很难见到，除了烟台焖子。
有网友在网上分享的烟台小吃寻觅
记，里面也大多是外地美食，少有烟
台小吃。

有朋友来烟台最常问的就是烟
台有什么特色小吃，有没有小吃一
条街，每当这时，我掰着手指头说上
一两个就接不下去了。在我看来，传
统小吃是老一辈人传下来的餐饮文

化，也是一个地方的“品牌”，传统小
吃要有市场，要靠与百姓朝夕相处，
相濡以沫才能日久情深。就像福山
拉面，已有二三百年的历史，被称为
中国四大面之一，这名号说起来就
让人骄傲。

现代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饭
店里的主菜往往并不能被人记住，
反而是一些颇具特色的小吃让人记
忆深刻。如何让烟台的传统小吃“重
出江湖”，值得相关部门思考。如今，
臭豆腐、沙县小吃、兰州拉面等小吃
遍布全国各地，都已经形成了一种
产业。分析它们的发展，不难发现政
府扶持、技术改造、品牌战略等都起
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看来，传
统小吃除了修炼“内功”不断创新
外，还应该有现代化的管理理念，要
有品牌意识。

读者张庆金：据报道，
幸福中路周边居住区门牌
号混乱，找路就像进迷宫，
很多住户的正常邮件难以
收到。路牌、门牌是指示牌，
其最基本的作用就是指示
方向，便于联系居民的具体
地址。对一座现代化城市来
说，规范的路牌、门牌犹如
城市的活地图，不光为本地
市民、邮递员和民警办案提
供方便，更为外地游客来烟

台旅游提供便利。路牌、门
牌不仅是外地人的活向导，
更是城市细化管理的体现。
路牌、门牌混乱状况，给市
民生活、出行和有关部门的
工作带来不便和困扰。

在我们看来一点微不
足道的小细节，对外地人可
能就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一个井然有序的城市到处
洋溢着和谐的文明形象，定
会在游客心中产生很好的

口碑，回到他们的城市，奔
走相告，细节更能反映一个
城市精细化的管理水平。对
有关部门来说，制作个门牌
号应该是举手之劳的小事，
反应的却是我们管理的漏
洞和工作的不细。有关部门
应把这个事当做一件大事
来办，通过普查，找出不规
范、错误的门牌号，一个不
漏的尽快补上，切实让门牌
号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读者李明：在网络上一
份流传甚广的“职业声望排
行榜”中，天气预报员入选
不靠谱职业之列，有些人对
此还疑惑，不过前两天的天
气，天气预报员的入选该让
一些市民心服口服了。不少
市民感觉烟台都有35℃了，
可预报才30℃。不禁让人质

疑气象部门“报不准”、“不
敢报”。可是看了专家的解
释，原来体感温度和气温、
湿度、风速都有关，再加上
气象部门的温度是根据“百
叶箱温度”，和市民的感觉
有差距，这样的解释倒也能
让人理解。

可是温度感觉“碰不拢”，

对于百姓生活还是带来了一
定不便，现在市民对气温的预
报或者高温预警要求期望值
不断增高，气象部门是不是可
以提供更准确、更贴近生活和
事实的服务呢？比如开展对柏
油路面、水泥路面等观测和研
究，提供更多地表温度的专业
气象服务。

音乐考级还是别太功利化

读者赵连卿：“音乐等
级考试”一直高温不减，今
年也不例外，而且低龄化趋
势越来越明显。笔者查询山
东省艺术考级网站，发现网
站上公布的考级机构就有
14个，仅中国音乐学院开考
的专业就达34个之多。可以
想象，眼下各地有多少孩子
忙于考级。但是有一个问题
是，有多少人能搞清楚“音

乐考级”到底为何而设，现
在的“考级”已被功利目的
遮盖地看不清原来的模样。

父母都有望子成龙、望
女成凤的殷殷期望，都不想
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种
心情可以理解。可家长将意
愿强加到孩子身上时，原本
美妙的音乐，对于许多因为
要考级而不得不天天弹奏
乐器的孩子来说，似乎成了

一种负担。音乐考级到底为
了什么？为了显示特长？为
了升学多一块“敲门砖”？还
是家长互相攀比的又一资
本？音乐应该是一种修养，
而不是特长。如果孩子没有
这方面的天赋和兴趣，硬逼
孩子去考级，反倒会使孩子
远离音乐，为了一纸证书让
孩子痛苦地成长，这样值得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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