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场暴雨考验一座城
为加大本地读者评论力

度，形成关注烟台的良好氛

围，本报诚邀烟台市民针对

烟台新闻及各种社会现象，

在互动版发出自己的声音。

如果您对烟台身边事

觉得不吐不快，对自己的经

历见闻有话要说，或者对烟

台城市发展有自己的建议，

《我有话说》栏目欢迎您的

参与；如果您读本报新闻后

想谈谈看法，《一家之言》栏

目也等着您。

稿件字数以500-1000字

为宜，择优刊发，稿费从优。

来稿注明姓名、地址、邮编。

投稿邮箱：qlwbqss@163 .com

征稿启事
头条评论

王晏坤

烟台的汛期定为6月1日到9

月30日，7月份虽然出现23天的连
阴雨情况，但因为单次降雨量小，
且强降雨多集中在莱州、栖霞、莱
阳等县市区，所以市区受影响并
不算太大，但这次短时强降雨却
让把市区也杀了个措手不及。

一场暴雨考验一座城，我们
不禁要反思，到底是何原因导致
港城遇到急雨就“水患”严重？为
何雨停了六七个小时后市区交通
依然拥堵？为何预报中雨却下暴
雨，且凌晨1点气象台才发布预警
信息？

烟台属于沿海城市，地下水
路四通八达，排水系统也算是全
面，可是幸福十三村、凤凰台等地

逢雨必淹。记者采访时了解到，幸
福十三村等部分小区为老旧小
区，地下排水管地多处出现了堵
塞，甚至部分排水管道被挖断堵
截，造成了严重的排水不畅。另外，
凤凰台、楚凤四街等地方的小区
也存在这种情况。由此可见，烟台
的排水系统仍需优化，不能坐享
其成。

29日上午7点，有网友发微博
称，“以前早上七点多北马路从来
不怎么堵车的，今天堵在道上接
近20分钟了，坐50路到了北马路汽
车站因地方港积水就被司机劝说
下了车，路上都是泥巴，然后又转
坐12路车，光在火车站就被堵了整
整20分钟，港务局花坛周围全是
车，这么大规模的堵车已经好几
年没有看到了。”

为何凌晨1点下的雨，到了
早上7点交通状况仍然不佳？据
了解，降雨结束后市区城管、市
政排水等部门立即前往积水区
域开展工作，但因为局部地区排
水不畅，导致早上部分区域仍然
积水严重。

部分路段的确排水不畅，那
么公交公司是否适时临时作出
线路调整？通过张贴通知或者短
信通知的形式告知市民？

交通问题，是暴雨、暴雪等极
端天气对一个城市应急管理的考
验，不少市民认为，烟台布局狭长，
交通问题应得到持续重视。

另外，预警、应急仍需提前。
29日凌晨1点，室外暴雨滂沱，不
少在睡梦中的市民收到了一条
暴雨橙色预警短信。

“这么晚来条预警，谁能爬
起来看短信？这让我们怎么准
备？预警还有作用吗？为什么不
提前发布呢？还有就是预报的中
雨怎么突然下起了暴雨？”市民
张女士说。

烟台市气象台气象专家称，
预警信号的发布有严格标准，暴
雨橙色预警的含义是“3小时内
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
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按此标准，不可能提前很长时间
就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但市民张先生认为，无论标
准如何，如果气象台已经预测到
了暴雨天气情况，就应该随机应
变，为了市民的利益，把预警提
前，扩大发布范围，让预警起到
应有的作用，而不应墨守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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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暴雨过后留下的反思
毛旭松

28日深夜至29日凌晨，烟台
上空电闪雷鸣、暴雨倾盆，这场
强降雨可以称得上惊天动地。转
眼之间，马路上水流成河。暴雨
袭城，市民措手不及，很多车辆
雨中熄火、不少居民家中进水、
有的工厂围墙被冲塌。(本报今日
C02-08版报道)

面对突如其来的暴雨，港城
市民保持了足够的镇静，想尽各
种办法排水自救。市政养管处、
环卫处等相关单位立即行动，及
时清理淤泥、修复公用设施。但
这一场暴雨还是让城市的应急
能力遭受到严峻考验，带来的一
系列问题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据天气预报，预计28日白天

小到中雨，不料白天未见到雨
点，深夜却迎来一场暴雨，这明
显出乎了老百姓的预料。天气预
报人员不是“天公雷母”，要做到
真正精确预报，依现在的科技手
段还难以实现。但是，当气象部
门发现预报存在偏差即将迎来
场暴雨时，应该准确及时捕捉气
象信息，并及时开启预警系统，
将暴雨信息第一时间传达到市
民手中。比如通过发送短信的形
式提醒市民“今夜有暴雨，出行
注意安全”，而不是无动于衷，等
暴雨降临之后才开始预警。

另外，这次被淹最为严重的
依旧是幸福片区，真是应了那句

“幸福人民不幸福”的调侃。每次
暴雨，幸福首当其冲，除了跟地
形低洼有关外，也与该地排水设

施不完善，雨水难以及时外排等
脱不了关系。站在整座城市的高
度看，此次暴雨似乎并没有造成
人员伤亡和严重的经济损失，然
而就单个家庭来说，家中进水房
屋被淹，可能几年的奋斗毁于一
旦，无论如何这也算是场灾难。
既然幸福片区屡屡被淹，那么我
们除了在暴雨发生之后“及时”
亡羊补牢外，为何不能在暴雨之
前做到未雨绸缪？

中国用三四十年的时间走完
了发达国家数百年的城市发展历
程，虽然城市表面光鲜亮丽，但不
可否认，我们很多的城市基础建
设还很不完善。一场暴雨就将城
市管理中，那些千疮百孔的问题
暴露在了我们面前。

既然政府和百姓都已经认

识到城市基础建设上的薄弱很
可能带来灾难性的损失。那么
在暴雨之后，政府有责任、有决
心、有魄力对城市基础设施进
行地毯式检查，对所有不符合
标准的情况进行全面整顿。地
下井盖缺失或破损的要及时更
换、老城区的老建筑进行必要
的加固、排水系统不畅的要赶
紧疏通等等都应该在暴雨后第
一时间提上工作日程。相关部
门要瞪起眼来，尽早将方案落
实到位，可别让明日复明日的
推诿扯皮危害到全城市民的安
全。

相信政府部门有能力解决
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伴生而来的
难题，确保一方百姓的平安。我
们拭目以待！

嬉笑怒骂

名嘴说事

微博不过一百多字，但这一
百多字却缺乏美感，乏味、单调，
常出现成语使用不当、错别字等
现象。更为普遍的是提笔忘字，认
得字却想不起如何书写。这在成
年人身上更为常见。作为学中文
出身的人，我常感于自己文学水
平、文字使用能力的不足，也会出
现提笔忘字的情况，需要终身学
习。 ——— 张颐武(学者)

三十年前科技缓慢，电脑和
卧室一样大，好在文艺蓬勃，每天
都在盼某作家新书，某导演新电
影，某大牛新唱片，还算充实。三
十年后文艺缓慢，小说电影唱片
都平庸无大期待，好在科技蓬勃，
每天都在盼新手机新装备新应用
新社交工具，也算充实。啥时文艺
科技能共襄盛举让咱直接爽呢？

——— 高晓松(音乐人)

新闻：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
中心对25311人进行的一项题为

“你对延迟退休持什么态度”的
调查显示，94 . 5%的受访者明确
表示反对延迟退休，仅3 . 2%的受
访者表示支持，2 . 3%的受访者表
示中立或未表明态度。受访者
中，60后占19 . 1%，70后占39 . 4%，
80后占32 . 9%。(中国青年报)

点评：在双轨制没有彻底解
决的前提下,不要奢谈推行任何
形式的延迟退休。

新闻：今年以来，东莞以整
治“庸懒散奢”为重点，通过暗访
和开展民主评议等多种形式推
进纠风工作。近日，虎门港党工
委书记、沙田镇委书记邓流文到
东莞市财政局沙田分局走访时，
发现该局副局长苏某不在工作
岗位上。(新快报)

点评：如果这种事情需要领
导去查，那又有什么普遍意义？

摊贩“耍秤杆”，你遇到过吗？

漫漫画画：：武武春春虎虎

我来抛砖
@雨果雨果：买菜时，时常碰到有些摊贩把秤的显示屏冲着他们自

己，不让消费者看到。有时候有些摊贩就借此“耍秤杆”，大家经历过吗？

@小彪儿爱小贱：有的秤刚
开始没清零，好几次被我发现了，
还有的时候会在价格上做手脚。

@我就是小红帽：我以前在
超市，把我手机的自重称过是124

克。然后我在很多地方买东西，都
先把手机放上去。统计出来的结
果，让人有种失望感。

@哦，哇咔咔：我平时倒是习
惯看秤，不过有些商贩把秤对向
自己称东西，也不知道到底花了
多少钱。

@夜寒寒：我也碰到过好多
次这样的情况，我们不能太粗心
大意，每天过着被别人骗的日子。

@太子妃的故事：最讨厌那

种消费者看不到电子秤的商家
了，下次去要求他们把电子秤转
过来。

@redroad：前年有次去买鲅
鱼，朋友带着秤，买好后，朋友拿
出秤来，那个卖家当时脸都绿了。

@倒转地球：以后买菜多看
看秤吧，只能这么提醒自己。我们
的信任，或许正被他们利用并嘲
笑着呢！

@丫丫最爱懒羊羊：在市场
买菜，我一般就买岁数挺大的大
妈大爷们的。因为他们的菜很多
都是自产的，吃不完出来卖的那
种。

来源：烟台论坛


	T09-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