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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子头】

“杠子头”是剪
子巷开设的评谈说
理栏目，互动方式有
三种：注册微博齐鲁
(http：//tr.qlwb.com.cn)

“杠子头”织围脖；话
题投稿：q l w b j z x @
1 6 3 . c o m ；Q Q 群 ：
107866225。

文化墙展现的是一个小
区的文化与艺术，也是陶冶
情操的一片乐土，它是城市
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墙在展现文明的同
时，也成了小广告者们的“香
饽饽”，比如，我们小区有一
家培训学校，文化墙和空白
墙面就成了它的阵地，每天
都会把培训科目、优惠措施
贴得满满的，严重影响了小
区的文化环境和我们的视
觉。

文化墙作为弘扬文化的

载体，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探
索和建立由街道办、小区物
业等部门以及市民共同参与
的“文化墙”长效管理机制。
不定期开展涉及砌垒修补、
立面粉刷、内容更新等方面
的文化墙专项整治行动，解
决墙体破损、内容陈旧等
突出问题。同时，号召成立
小区义务队，志愿者们进
行不定期巡查。这样一来，
我们把文化墙当成一个“正
事”来抓了，那些破坏者也就
会收敛。

请志愿者们不定期巡查
@高长广

少些千篇一律，多些社区特色
@钟倩

文化墙是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
窗口，也是社区工作的一面明镜，不仅能
够装点我们的生活环境，还能营造良好
的文化氛围。但是，怎样才能维护好文化
墙呢？笔者以为，这离不开相关部门工作
的提升，即文化墙内容需要与时俱进，也
需要广大市民的积极配合。

如果要人们维护一件东西，除了教
育之外，最好能使这件东西给人一种“值
得维护”的印象，即珍惜感。因此，社区文
化墙建设需先多倾听民意，了解居民的
心声与建议；在建设过程中，少一些千篇
一律的标语和图案，多一些贴近市民文
化生活的内容，比如，一些反映邻里关系

的漫画、社区的草根明星，以及具有济南
本土特色文化的宣传，李清照、辛弃疾的
诗词，著名景观的典故等。当文化墙建设
得深受居民喜爱时，居民也会主动维护
文化墙，见到不文明行为上前制止。

文化墙的创新建设只是一方面，此
外，充分调动辖区居民的积极性，让社区
老年人、上学的孩子等来轮流维护或者
监督文化墙，这样既能提高社区工作效
率，还能激发居民的公民意识。当然，社
区也可在小区里专门开辟一块地方作为
信息栏，供那些人张贴小广告，这样看上
去也很美观，还可以从根源上治理小广
告。

@
杠上花

精论@
@田华 小区文化墙成

为广告墙，说明相关部门在
管理上的疏忽，以及周围部
分居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的冷漠态度。要改变这种局
面，就要先从社区居民入手，
加大宣传力度，让每一个人
都能感受到自己是社区主
人，有责任维护社区环境，如
此，小广告还能在文化墙上
出现吗？

@李燕 文化墙的生命
力就在于不断进行创新。陈
旧落后的内容不被人待见，
甚至最终被损坏，就不难理
解了。

@辛玉 常言道：办法
总比困难多。一个文化墙的
维护保护，就这么难吗？加强
日常监督管理，责任到人，发
动市民自觉地加入维护工
作，就是值得尝试的办法。

@苏小北 维护文化墙
不仅是外表的单纯修复，更
需建立长效机制，把文化墙
的建设提上文化建设日程。

@徐国维 建设什么样
的文化墙，要有总体规划。济
南历史文化深厚，而且不同
区域又各不同，有大舜文化，
也有泉水文化，应根据区域
的特点进行总体策划。

把管好文化墙纳入考核
@陶玉山

为城市环境和整体形象
增光添彩的文化墙由于缺少
应有的后期管理监护，不少
都荒废了，让小广告乘虚而
入，成为虚假宣传的阵地。本
来是提升形象的好方式，现
在却破坏了城市形象，实在
让人尴尬难堪。

其实，这个现象并不鲜
见。仔细看看大街小巷的文
化墙没有被破坏的还有多少
啊。由此反映出有关部门对
待文化墙的态度值得深思反
省。

重视文化墙不能只是说

说，更要体现在具体的行动
上。文化墙破败不堪，甚至挪
为他用，出现文化墙没有文
化这个哭笑不得的现象，带
来了负面影响，有损文化名
城的形象，责任部门有失职
嫌疑并不是对其乱扣帽子。
把妥善保护好文化墙当做每
个责任部门的硬性工作来对
待，甚至纳入年底考核的工
作目标中，促使各责任部门
将其当做一件大事来抓，相
信文化墙的保护情况不会太
差，建立文化墙的目的，就会
更好地显现出来。

@ 亲历

@高玲 社区里的文化
墙，原来因为长时间无人管
理，各类招聘广告、租赁信息
已经不知道贴了多少层，居
民们早已视而不见。后来，文
化墙被租给了一家不孕不育
医院当广告墙，有了经济效
益，也定期有人来更换广告
和维护了。文化墙虽然“活”
了，只是这变了味的文化墙
让人觉得不舒服。

@王婷 23日，在经二
纬二路口西南角，有一组以

“百年老街经二路”为主题的
文化墙，详细介绍了一个多
世纪以来经二路的发展变
迁。然而与鲜活的文字说明
不相称的是，不但石壁下花
坛满是垃圾，旁边图片展示
区的几个玻璃橱窗表面也布
满灰尘，让人难以看清图片。

@刘丽A 葛家庄东口
有一片文化墙，当年给人耳
目一新积极向上的美感，但
已经很多年了，红色的油漆
有些已经脱落，每次从那里
经过就感觉审美疲劳，也该
换换了。再就是大街上的标
语口号也要及时更新，全运
会开完已经几年了马路上还
能看到迎全运的标语。

@赵鹏 近日，历城区
东风街道办在华能路北侧、
华信路西侧新绘制了一组文
化墙，内容为时代先模人物
和道德楷模人物。我每天上
下班都要经过此路段，看着
一幅幅介绍先模人物的画
面，内心激荡起一股浩然正
气。这面文化墙向社会传递
了正能量。

别别别把把把文文文化化化墙墙墙
弄弄弄成成成牛牛牛皮皮皮癣癣癣

@ 支招

@曹卫东 文化墙附近居
民家里有学书画特长的少儿，
将他们的书画作品展示在文化
墙上，使居民成为文化墙的积
极建设者和参与者，这样他们
就会非常注重文化墙的整洁和
维护。

@刘震 文化墙是一张城
市名片，做好了可以起到宣传
作用，做不好就像老广告一样
让人烦，所以有关单位应该根
据各区域的文化特色以及老百
姓比较关心的话题进行建设。
对于小广告问题，现在城市到
处都是监控，我想也不差文化
墙这一部分了，看谁还敢贴小
广告！

@何心海：我们在上小学
时，经常出一些黑板报，这样可
以锻炼展示自己。我想能否把
小学的黑板报放到现在的文化
墙上，这样家长可以看，行人也
可以看，还能展现当代小学生
的风采。

@孙金英 文化墙的建设
不是一劳永逸的，内容应该与时
俱进。在不同的街道社区，应该
根据不同历史文化特色选择宣
传的内容。比如在剪子巷、曲水
亭街以泉水文化、人文历史为主
题，在西客站等客流比较大的地
方以“好客山东”为主题。

@卿之语 可以设立市级
的文化墙、区级的文化墙以及
街道社区的文化墙，同时将维
护责任分配到具体的承办单
位，避免人为破坏等情况，让文
化墙有建设、有维护，真正发挥
文化墙的作用。

@高晓恩 如果派专人维
护，相关费用肯定会很高。可否
考虑像学生在学校值日一样，
让居民参与进来，分成若干组，
大家轮流值班，正所谓人多力
量大嘛！

22日，东方水岸小区有居民反映，小区大门两侧文化墙上的宣传

画早已没了踪影，文化墙成了小广告的粘贴栏。街道办相关负责人称，

早已打算重修小区文化墙，大概一周之内就能重新贴上宣传画，但重

修容易维护难。曾经，省城众多小区、街道的文化墙让人眼前一亮；如

今，好多文化墙都是内容一成不变，而且破败不堪。泉城文化墙该怎

么建设，如何维护，请您结合亲历提出意见建议。

@
话题来源

文文化化墙墙上上贴贴着着各各种种小小广广告告，，
墙墙下下还还堆堆放放着着杂杂物物。。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赵赵伟伟 实实习习生生
肖肖红红丹丹 摄摄 （（资资料料片片））

格本期杠子头

【钟倩】
通过对来稿数量、质量统计,钟倩获得了本期“杠

子头”称号,获得杠子头津贴100元。其他见报作者将根
据稿件长短及质量分别获得30元、20元肯德基餐券。

@ 打油

@黄伟民
文化墙，不简单，
城市品位在其间。
当初设立费工夫，
现今遭遇牛皮癣。
斑驳缺损破不堪，
缺失维护与监管。
墙体文化应常在，
责任到人最关键。

@郭汉杰
文化墙是宣传栏，
装扮泉城美家园。
当地风俗和风貌，
让人一看就了然。
文化墙是当地脸，
是美是丑无遮拦。
民众素质怎么样，
也会体现在上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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