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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热季，考验公共服务的温度
冬季供暖就像考验政府为民办事能力的载体，考验着政府公共服务的能力，也考验着政府公共服务的“温度”。“应急急在先，

服务靠前”是城市管理者应对整个供暖季的应有之为，而完善预案，确保服务到位应是重中之重。

□本报评论员 黄广华

15日，大多数同事上班后第一句
话就是“你家暖气热了吗？”“我家暖
气一丁点儿也不热，热力公司电话还
打不通”……当日，今冬的取暖期已
开始，可是很多楼的暖气都是冰凉
的，有网友发帖调侃称“供热公司，
亲，你准备好了吗？不要让广大用户
的心也冰凉冰凉的！”

15日零时起，今冬的供热正式开
始运行。当日一大早，本报记者兵分
多路，对济宁城区的供热情况进行了
实地探访。然而，实地探访的结果却
让我们感到很“寒冷”。在西城区的梦
园小区、开泰花园小区、丰泰园小区、
九九花园小区等，居民家中的暖气片

依旧“冰凉”，没有丝毫的热度。记者
随后致电四和供热公司和运河供热
公司，可是，两家供热公司的服务电
话全都“沉默”，不是打不通，就是占
线无人接听，有的更是直接关机。

供暖开始了，有些企业反应及时
有效，让居民家中暖和起来。但从本
报记者了解的情况看，也有部分企业
反应迟缓，工作组织不及时、不到位。
在居民交取暖费期间，供热企业给出
各种承诺，保证居民家中温暖如春，
供暖热线24小时开机，供暖抢修队随
时待命。而当供暖季来到，部分供暖
企业的承诺却成了一纸空文。

目前供暖出现的“东暖西凉”就
是对供暖企业责任意识和服务态度
最好的体现。东部城区供暖试运行及

时，在预热阶段就提早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而在西部城区，不仅预热阶
段没能热起来，在供暖真正开始时，
仍有管道改造未结束等问题影响供
热。如果是局部的供暖出现问题，还
可归结为管理疏漏，未能及时发现，
用积极的抢修来补救。但济宁城区出
现整体的“东暖西凉”局面就不仅是
个别企业的管理疏漏，而是要反思供
暖企业以及政府监管部门是否存在
管理中的不合理、公共服务态度的不
到位与应急办法的缺失。

居民家中供热的温度也是考验
着供热企业服务的“温度”。寒冬季
节，随着天气的不断变化，随时会出
现大风雪等恶劣天气。供暖开始后，
居民家中温度是否达标；出现问题

时，应急队伍能否及时到达抢修；居
民有不解处，供暖企业能否给出合理
解答？供暖是百姓在寒冬关心的大事，
也是考验供暖企业的关键考试。一方
面，供暖做得好，才能赢得民心，赢得
下一年的取暖率以及随之带来的企业
效益；另一方面，供暖也是考量企业社
会责任的天平，把百姓关心的大事真
正放在心里，才能获得社会的尊敬。

同样，冬季供暖也考验着政府职
能部门公共服务的“温度”。掌控整体
的供暖信息，对供暖企业的供暖能力
与进度有清晰调度，保证居民能按时
来暖，在供暖来临之前做好应急部
署，只有把供暖的步骤和细节想清
楚，想明白，才能确保供暖季的问题
热线不会打爆，才能让百姓对供暖少

些怨言，多些称赞。
没有远见，必有近忧，应急机制

是考验一个城市管理水平和现代化
程度的重要标志。公共服务的应急能
力不仅体现于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
的快速反应，更应该体现于危机前的
预警能力和危机后的快速处理、恢复
秩序能力。“应急在先，服务靠前”是
城市管理者应对整个供暖季的应有
之为，而完善预案，确保服务到位应
是重中之重。冬季供暖就像考验供热
企业和政府为民办事能力的载体。准
备预案，确保支出，推动改革，冬季公
共服务艰难琐碎，事无巨细，政府应
肩挑责任，落实措施，必须到位，在这
个寒冷的“供热大考”里交上一份令
群众满意的答卷。

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
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
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
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
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
我们的奋斗目标。

——— 新任中共中央总书
记习近平在记者见面会上的
讲话

政府官博没人气，是因为
还操持着大众化的语言，而没
有学会分众化的表达。任何一
种报道形式都有创新过程，不
要因形害意，只要内容、报道、
形式是老百姓喜欢接受的就
好，不必拘泥于现有形式。

———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

学院副院长喻国明谈微博营
销

《著作权法》正在修改中，
这次修法有两个重点：一个是
加大数字版权保护的力度；第
二个就是强化法律惩罚的措
施，盗版的处理判刑可能要再
增加，罚款判刑门槛将降低，
过去销售600张盗版光盘才判
刑，以后销售一张两张就会判
刑。

———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
柳斌杰

总听人讲“穷养儿子，富
养女儿”，我不以为然。不论儿
子、女儿，都要培养正确的价
值观、财富观。对女儿太溺爱
了会让她娇纵无礼，对男孩太
严苛了会让他习惯顺从权威。
所谓穷养和富养，往往是父母
自己过于看重金钱的结果。

——— 杨澜

看央视街采，大家对“小
康”的理解，表述虽不同，但愿
望很相似。中国老百姓其实很
宽容，没有不切实际的要求。这
更严肃地提醒执政党，要切实
让百姓过上他们期待的日子。

“收入倍增”提出了新的改革命
题，低收入者增速要更快，离退
休者的收入增速也要跟上，否
则会加大“代际差距”。

——— 央视评论员杨禹

这年头，可以用真情感动
一个女孩，但却娶不到一个女
孩，因为感动有时候不需要金
钱，可娶媳妇离不开丈母娘要
求的房子。不信的话，你把情书
的16万字换成160平方米的北京
房子，结果就不一样了！

———“16万字情书求爱被
拒”引热议，某网友就此事评论。

微声音 运河时评

□路帅

两个月来，一个消防栓矗立在非机动
车道上，给附近的市民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13日下午，挡道消防栓被汽车拦腰撞断，水
喷涌一个多小时。记者先后联系了五个部
门，但都声称不负责。不少市民不禁感叹：
挪个消防栓，咋就这么难？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消火栓的产权和
所有权归属于消防部门，但消火栓的建设
和维护则由自来水公司负责，而执法权又
在水政和城管部门。一旦发生这种事件，几
大部门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职能去处理与执
行。消火栓是公共基础设施，但也正因为是
公共的，因此这个消火栓被指派了多个部
门负责管理，结果呢，部门因职能不清，每
个部门都在指望别的部门来管理它，最终
让消火栓的问题无人过问，这正是“三个和
尚没水吃”的现实版。

一个消防栓，可以折射出一个城市
建设的规划理念。随着城市发展，一些消防
栓难免会发生位置变更，甚至被废弃，这都
很正常。但近年来屡次发生道路升级改造
后，一些基础设施却变成了市民出行的“绊
脚石”，甚至建设出现返工现象，这都说明
城市建设缺乏统筹规划，后期的“亡羊补
牢”虽能解决问题，但却得不偿失。

五个部门存在于消防栓的建设、使用、
管理、维护等环节，但在这起事故中，五个部
门却打起了太极拳，让记者都有点哭笑不得。
究其原因，还在于多个部门都何消防栓沾点

“亲”，管理权责又不明晰。如果在道路升级改
造前，综合考虑各种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安
装一步到位，也就能避免重复施工的出现。在
消火栓的管理上必须得有一个部门实实在在
地负起责来，不能再这么下去。如果有关部门
连一个小小的消火栓都管不好的话，民众还
能指望他们做什么呢？

“闯祸”消防栓，扇了谁的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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