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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岁老人刘广丰，一个建议盯了两三年才追出结果

“只要问题不解决，就抓着不放”
本报见习记者 陈玮 记者 马云云

紧追不放两三年

朝山街终于种上树

“城市绿化就像一个城市的
窗户，搞不好让外地人笑话。”刘
广丰说，关注城市绿化是从2009
年开始的。

2009年7月，一个战友从外地
来看他，聊天时无意中说到朝山
街上没有树，自己一路晒着过来
的。刘广丰听了很不舒服，就赶紧
给园林部门打电话，有关部门回
应由于地下有管道和电缆，并且
路窄，不适合种树。刘广丰便开始
到处询问，听说有的街道地下有
管道但仍然能种树，于是便继续
打电话反映。

“有关部门不回应，我就给媒
体打电话，给12345打电话，一直抓
着这个事儿不放手。”刘广丰说，从
2009年到2011年，连续打了两年的
电话，能找的部门都找遍了，可是
事情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刘广丰觉得打电话不管用，
就写了一封“人民来信”寄了出
去。没想到过了半个月，园林部门
跟他取得了联系，说朝山街种树
的事情批下来了。今年3月，朝山

街终于种上树了。

坐着公交找“毛病”

发现问题就打市民热线

自从反映了朝山街绿化问题
后，刘广丰就爱坐着公交车到处
转悠，尤其爱关注城市景观。“那
时候济南举办全运会，全国各地
的朋友都来到济南，城市景观是
展现城市形象的重要方面，必须
做好。”看到哪里有问题，刘广丰
就拨打12345热线反映，三年下来
打了近50个热线电话催促解决。

刘广丰说，有一天晚上坐公
交，发现济南的夜景“不够美”。

“当时我刚从上海回来，发现济南
夜景跟上海差距很大，高楼大厦
没什么光亮，到了晚上黑漆漆的
一片，于是就给12345打电话，不
断地反映，这两年慢慢变好了，我
就不再打了，但是要是看到有不
亮的地方，我还是会打电话。”

发现节日期间很多景点、商
铺节日气氛不浓厚，举办完演出
后广场上都是垃圾，占用机动车
道种树，这些问题都是刘广丰坐
公交的时候发现的，“最近我发现
建设路和共青团路绿化搞得不

好，反映了以后还没有回应，还在
一直打电话。”刘广丰说。

小区热心肠

邻居电视机坏了都找他

刘广丰退休以后，因为爱管
“闲事”，被大家推荐成了小区楼
长，下水道堵了，地下室进水了，
小区买早餐不方便了，刘广丰都会
过问，打电话找有关部门解决。刘
广丰还帮着大伙收费用，填表格，
为了统计所有住户的信息，一趟趟

地楼上楼下跑，有的住户早就搬走
了，他也要向所有可能认识的居民
打听，询问电话号码，非要落实每
个人的情况。小区居民都知道刘广
丰“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个性，有
什么事儿都喜欢找他帮忙。

楼前的下水道由于年代太
久，每年都要堵四五次，每次堵
了，居民都过来找刘广丰，刘广丰
了解到是由于管道细引起堵塞，
但是又不好更换管道，刘广丰就
打电话找疏通管道的公司疏通。

有一天，楼上邻居家的电视机

坏了，急匆匆地找到刘广丰帮忙。可
刘广丰自己也不会修理电视机，于
是四处打听电视机修理点的电话，
叫修理工过来给邻居修电视。修完
以后，刘广丰隔三岔五地就问邻居
电视机修了后有问题没有，直到邻
居说没问题了才不再询问。

刘广丰说，小区事情杂，又没
有物业，总得有人带头，自己退休
了没事干，不如帮着大伙多干点事
儿。无论什么事只要开始办了，就
一定得把事儿解决了，做事就得有
始有终。

骑坏两辆自行车

全是为了挑毛病

今年50岁的张贺亮2006年转业到地
方，2007年喜欢上了到处“挑刺儿”，每逢
节假日，他就骑着自行车到处逛，大街小
巷、集贸市场、超市、学校、居民区到处都
留下了他的身影，几年下来，他骑坏了两
辆自行车，至于跑了多少单位，行程多少
公里早已无从计算。

去年初夏，张贺亮听说郭店街道锦平
小学离102省道只有二三十米，学生上学
放学都需要穿越这条道路，而路上每天都
有很多大货车通过，很不安全。“我得去看
看”，张贺亮的“老毛病”又犯了，一个周末
的上午，他带上干粮和水壶，骑着自行车就
出了门。张贺亮家位于二环西路，到郭店街
道，相当于从济南的西头到东头，加上不认
识路，他用了两三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

在年底的“我为《政府工作报告》建言
献策”活动中，张贺亮提出了“在郭店街道
锦平小学门前的102省道上建一座过街
天桥”的建议。建议提出后，他依然挂念着
孩子们的情况，后来特地打电话给学校的
老师询问情况，得知学校门口安装了警示
灯并画上了斑马线后，他才放了心。

调查缺斤短两

市场主动“挨宰”

张贺亮为体验蔬菜批发商的辛苦，曾
经一大早就起床跟着他们忙活了一天；为
了论证增加公交线路的必要性，他放弃单
位的班车，专门挤公交，“真挤，我被裹在人
群中，根本不用自己走，就被人群拥着上了
车。”“看到公交车上老人和孩子被挤得
那个样子，就有一种要提建议的冲动。”

张贺亮的很多建议都有详细的论据做
支撑。他曾建议从济南西部开通一趟直达
龙奥大厦的公交车，方便西部居民办事，

“转车耗费的时间太长，西部居民到龙奥办
事，很早就得起床，否则一上午全在路上
了，什么事情都办不成。”为这，他详细记录
下了经十路上几个公交枢纽间公交车的运
行时间，“仅从腊山立交桥到燕山立交桥，
在道路畅通的情况下，耗时都要45分钟，要
到龙奥大厦，还需要再倒一次车，很麻烦。”

有时候，张贺亮还主动去“挨宰”，听
说一家菜市场内有摊主缺斤短两，他专门
跑到了这个菜市场买菜，回来再自己称
重，验证是否存在短斤少两的现象，一旦
发现有问题再回到市场劝说摊主。

见到不平就想说

“多事人”一度被恐吓

在外人看来，张贺亮的做法有点不可
理解，甚至有些“多事儿”，为这，他没少受
冷嘲热讽，甚至接到过恐吓电话。一次在
森林公园附近一个路口，一辆三轮车不顾
行人闯红灯，张贺亮上前劝阻，司机狠狠
地瞪了他一眼：“少管闲事。”

今年5月份，济南数位市民食用“毒
韭菜”中毒事件发生后，张贺亮到多个蔬
菜批发市场了解情况，打算提一提关于蔬
菜追溯的建议，由于“毒韭菜”事件让韭菜
批发商的生意格外冷清，批发商对张贺亮
这样的“不速之客”非常不欢迎，“少管闲
事”的话也说在了脸上，让他十分尴尬。见
到不对的就想说两句，爱“挑刺”的张贺亮
甚至还接到过恐吓电话，有一次有人用公
用电话提醒他“小心点”。

对这些，张贺亮都不放在心上，“怕什
么？我做的又不是坏事。”张贺亮的回答坦
坦荡荡。

没事就坐着公交车瞎转悠，看见哪个地方有问题就反映。

2009年至今，从城市绿化到广场卫生，82岁的刘广丰三年里给有

关部门打了近50个电话反映问题。“我这个人就这样，只要问题

不解决我就一直打电话，直到解决为止，否则我抓着不放。”

热心市民张贺亮为了搜集建议骑坏两辆自行车

为“挑刺”，不管多远都要到现场
本报记者 马云云 赵丽

这几天，市民张贺亮把25条建议发

给了济南市政协提案委，希望能被捎上

来年的济南“两会”。给济南“挑刺”，是张

贺亮业余时间最大的喜好，这几年到底

给有关部门提了多少建议，张贺亮自己

都已经记不清了，“差不多有100多条”。

张贺亮部分建议：

1、建立流浪动物伤害基金

目前，流浪狗较多，咬人事
件时有发生。因为确定狗的主
人存在很大困难，狗咬人难维
权，更难索赔。一旦被狗咬了，
就要去打疫苗，一个正常成年
人的费用大约要在1000元，这
笔费用对一些人而言，是一个
不小的数目。多数人因为找不
到狗的主人，只能自认倒霉。建
议有关部门依靠所收取的管理
费，建立流浪动物伤害基金，解
决流浪动物在公共区域伤人后
对受害人赔偿的问题。

近几年，大雾锁泉城的极端
天气时有发生，有时连续几天不
放晴，济南周边的高速公路因此
封闭，因此困在长途客车和运输
货车的乘客及驾驶人员的饮食
成为难题；冬季如发生暴雪、冻
雨等极端天气，受困人员也存在
饮食难的问题；当发生重大天
灾，如地震、水灾等，受灾人员的
饮食都需要有关部门负责解决。
建议设立“流动快餐店”，为受困
人员提供保障。

2、设立应急“流动快餐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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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贺亮和他因建言献策获得的证书。
本报记者 马云云 摄

本报寻找“责任市民”活动正
在进行，欢迎广大市民举荐他人
或自荐。

11月 29日起，本报联合济南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12345市民

服务热线推出了“中国联通杯‘责
任市民’评选”活动，几天来收到
推荐人选几十个。

活动正在持续，您可以拨打本
报热线96706或12345市民热线，也可

以发送短信至106353112345告诉我
们，还可以@齐鲁晚报官方微博。活
动同时获得济南市政府官方微博的
支持，您也可以@微博济南向我们
推荐，我们将对您推荐的人选进行

核实、采访，并将刊登部分人选的事
迹。这里特别提醒，通过微博举荐或
自荐的读者，一定要留下联系方式，
以方便我们与您联系。

（马云云 赵丽）

寻找“责任市民”

请您继续举荐或自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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