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32013年8月27日 星期二

编辑：陈鸿儒 组版：张小竟 校对：王秀华

今日运河

事件

□开展井盖集中修复行动，要求相关单位提供备用井盖
□半数单位未提供备用井盖，行动后仍由所属单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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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电话每月能接上百个

联系所属单位颇费周折

在济宁住建委1 2 3 1 9热
线服务大厅，一位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他们每天都要接
到有关井盖破损的电话，一
个月下来，电话工单累计要
在 1 0 0个左右，基本都是井
盖凸起、下沉、破损或出现
丢失。“井盖丢失的情况比
较麻烦，需要核实归属单位
并联系该单位相关负责人，
督促其及时维修，经常会遇
到各种问题，颇费周折。”

1 2 3 1 9热线相关负责人
说 ，井 盖 破 损 情 况 较 好 辨
别，涉及市政部门的雨水、
污水、检查井及下水道箅子
破损的情况及供电、供水、
燃气、供暖、通信等单位的
问题时，就可直接和市政部
门和相关单位的归属部门
进行联系。一般情况下，他
们确认井盖所属关系后，都
会及时进行抢修，最快一个
工作日就可完成。但是也有
一些单位协调和监督起来
比 较 费 劲 。例 如 某 通 信 单
位，接到相关热线还得拨打
其全国统一客服电话进行
联系，颇为辗转。

踩入没有井盖的窨井，
极易造成人员伤亡事故。为
了避免这类悲剧，济宁市市
政工程处在市直 1 0条主干
道的 2 0 0 0多个排水检查井
内安装城市窨井防坠网，这
种窨井防坠网可承受2 0 0公
斤的重量，在一定程度上能
防止坠井惨剧的发生。而为
了保障市民有关井盖投诉
问题的及时处理，济宁市住
建委1 2 3 1 9热线也专门成立
了督办小组，遇到井口伤人
的突发事件，他们将及时赶
赴现场，督促和协调问题的
及时解决。

“遇到一些主要路段的
井盖破损，毕竟井盖所归属
单位过于复杂，如果不能及
时修补，可能会给行人和过
路车辆带来极大的安全隐
患。”济宁市交警支队一位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如果建
立了备用井盖的应急长效
机制，从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的 角 度 去 看 是 一 件 好 事 。

“起码遇到突发状况可以及
时启用备用井盖，先化解交
通安全隐患。”

破损井盖修完了，问题并未完全解决

26日上午，在济宁市政
工程管理处的一处仓库，前
期作为修补应急所用的备
用井盖所剩无几，安静地躺
在角落里。随着井盖集中修
复工作的完成，井盖的管理
权很快将回归到各管线单
位。

按常理说，每个井盖都
有所在管线单位的标识，出
现问题寻源而上即可处理。
但事实上，管理井盖却犹如

“ 九 龙 治 水 ”，问 题 并 非 那
么简单。济宁城区共有近 4

万套各式井盖，其中 1 . 3万
余套由市政部门管理，剩余
的 2万多套则分属移动、联
通、电信、供电等十多个单
位。据统计，仅市政部门的
雨水、污水、检查井及下水
道箅子每年就要丢失4 0 0多
个。“原来破损的概率比较
高，每年至少数千套井盖需
要更换。”济宁市市政部门
工作人员介绍。

破损的井盖高低不平，

不仅影响车辆正常行驶，甚
至会对行车安全造成一定
威胁。今年年初，济宁市市
政工程处经过一段时间的
努力，数百处破损井盖得到
修复。为了保障这一集中修
复行动的顺利开展，市政工
程处专门要求十多家相关
管线单位每家提供20个井盖
作为备用。“事实上，仅有移
动通信、供电等 5、6家管线
单位及时提供了备用井盖，
根据排查结果，及时进行了
修复，但还有近半数管线单
位并未及时将备用井盖送
达，遇到问题还是像往常一
样去协调这些单位。”该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随着集中
修复行动的结束，这些备用
井盖将返还到各管线单位，
因为根据国家建设部的有
关文件规定，井盖的管理和
维护权归属各管线单位行
使职责。备用井盖制度仅是
集中行动的一种保障措施，
而不会作为长效机制存在。

本报记者 马辉 庄子帆

今年年初，济宁市政部门开展了井盖集中修复行动，要求十多家管线单位向市政部门提供备用井盖，用来集中修复损坏坏、遗失
的井盖。但在行动中，半数的单位并未按时提供备用井盖，而行动后，井盖的管理仍由相关单位统筹，市民期待的长效效机制并未建
立。

济宁城区目前共有近四万个各类井盖，每年数千个井盖的破损量，相关责任划分和人工成本让市政部门心存顾虑，而破破损的
井盖带来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也令市民十分担心，井盖的管理，急需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防被盗、防损坏、防伤人

济宁井盖30年更换了7代

今年5月28日下午4时许，兖州
龙桥立交桥南侧，一中年男子骑
电动车下坡时，轧到了凸出地面
的窨井盖摔倒，头部流血倒地不
起，急救车赶到时已经身亡。

小小的井盖，牵动着很多市
民的神经。而主管部门也一直在
寻找合理的解决途径。据济宁市
市政工程处的工作人员介绍，从
最初的普通铸铁式，到现在的球
墨铸铁式，为了防盗和防损坏，济

宁城区的井盖在30年的时间内先
后更换了7代。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井盖被
盗现象最猖獗的时期，因为当时
的井盖多为普通铸铁井盖，偷盗
者有利可图，用铁钩子轻轻一揭，
搬上车便能运走。到了上世纪90年
代，业内人士便开始研究普通铸
铁式井盖的替代品，水泥混凝土
式的井盖应运而生。但这种井盖
的厚度仅4厘米，承压能力很差，

不到1年便遭淘汰。2007年开始，济
宁市先后使用了玻璃丝纤维树脂
和玻璃钢纤维树脂材料制作的井
盖，其综合性能已远远超过了此
前的各式井盖，在城区得到了大
范围使用，但其抗压能力仍不如
金属材料让人放心。现在，球墨铸
铁井盖开始登场，普通的炼钢炉
很难将其熔化，就算被偷走了也
无法回收使用。

市政工程处的仓库内，所剩无几的备用井盖堆在角落里。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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