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暖初期“及时热”，大家都得“长点心” 本土演艺市场

尚需条“鲶鱼”

又到了一年供暖季的初始
期，在12319热线接听大厅里，接线
员忙碌不停，翻看电话记录表，管
道漏水、暖气片不热、供热企业电
话难打依然是反映的“重灾区”。
这种情况下，稀缺的供暖维修应
急资源如何更好调配？用户如何
更好力所能及应对小故障？这些
都显得尤为重要。

回望每年的供暖初期，“保证
热”的话题再次成为备受百姓诟

病的热话题。既然供暖问题年
年都会有发生，如何减少市民
在用暖问题上的后顾之忧，，供
热企业需要准备更充足，市民
也需要补充自己的供热常识。

供暖开始，不少市民陆陆续续
打来电话，反映家中暖气片不热。由
于居民不懂专业知识，遇到暖气片
出现问题，只能求助供热企业。热企
客服电话占线或无人接听，维修人
员不能及时到户，市民则守着凉凉
的暖气片干着急，质疑热企服务质
量的声音也不绝于耳。

例如家住单县招待所宿舍的
李先生，家中暖气片不热，拨打热企
客服电话十几次，客服电话一直处

于占线状态，即使在中午11点后拨
打也没有人接听，投诉无门。

供暖问题往往暴露在供热初
期，维修人员无法及时到户，针对
供热初期问题集中的情况，供热
企业是否可以采取一些非常手
段，例如增设客服人员、更高效地
调配维修人员等。对此，供热企业
应该做更多的思考与总结，及时
与用户做好沟通，建立及时的反
馈机制，让市民感受到热企服务
的温暖。

居民缴纳供暖费用，作为消
费者，有权利享受到相应的供暖
服务。同时，从另一个方面去看，
供暖初期的服务属于紧缺资源，

大量供暖维修问题的集中爆发，
一时让全员上下联动的供热企
业，也难以招架供暖初期相关问
题暴露的井喷之势。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需要
供热企业未雨绸缪，提前多走进
社区、通过多种渠道，为居民传授
日常供暖维修的小知识，供暖季
开始后，能开通一些热线为用户
支招，让紧缺的资源用在刀刃上。
同时，也需要居民增强供暖方面
的常识，力所能及的问题自己动
手解决，管道走进千家万户，维修
人员也要挨家挨户的诊断维修，
在专业人员有限的情况下，居民

“自救”也很有必要。

记者有话说

葛运河热话题

本报评论员 公素云

尝试让“地摊文化”融入城市

从去年的文化体制改革之后，
今年济宁的演艺市场改观巨大。无
论从院团演出场次，还是优秀商业
演出引进，都有大幅提高。

然而，随着济宁市民可以在家门
口看到更多演出的同时，演艺人才缺
乏、原创剧目偏少的不足也暴露出
来。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
不少专业院团甚至有着半个世纪的
历史，如何在竞争愈加激烈的文化市
场中更具竞争力，打造出具有济宁特
色的演艺体系，成为了文化体制改革
后要不断挖掘的突破口。

“与一些一线、二线城市相比，
咱们济宁迎合市民口味的文艺表演
确实不多。”一位经常去“北上广”出
差的市民杨先生如是说。缺乏创新
和突破，使得迎合市民的优秀剧目
偏少，从而造成市场份额低，本土票
房不旺，优秀的演艺人才更容易流
失。这一环扣一环的连锁反应，使济
宁的演艺市场呈现出一种恶性循环
的局面。

眼下，济宁演艺集团正在倾力
打造一台大型原创舞台剧，其涵盖
了非遗、曲艺、杂技等诸多济宁本土
的艺术元素，其实这是济宁演艺市
场寻求改变的一个最佳代表。

本土优秀剧目的不断涌现，就
像“鲶鱼效应”一样，会让整个文化
市场沸腾起来。优秀的创作者看到
了市场的前景，则愿意拿出精力创
作好的剧本，巨大的影响力会吸引
优秀的演艺人才参与进来，一步一
个脚印，这种连锁反应会进而发生
良性转变，助力文化济宁的演艺市
场氛围日渐璀璨。

葛本报记者 汪泷

本报评论员 孔令茹

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是时
尚的有车族，却热衷开着汽车摆
地摊，除去换来一些报酬，也希望
得到旁人对于其眼光的认同。但
矛盾又来了，无秩序集中地售卖
影响城市容貌，城市管理人员的
驱逐，又难以体现城市对于地摊
文化的包容和规划。

路过路边的地摊，你是否会
多多少少瞧上一眼？几元到几十
元的小商品，价钱低还挺新潮。汽

车商店火起来的同时，也会使交
通围堵。

于是，城市管理部门开始对
其进行劝离，但这种执法重复性
非常高，往往执法者刚刚离开，私
家车主立即回来继续售卖。现在，
交警及城管部门正在沟通对马路
市场进行联合整治，但还未开始
已经有市民说出了担忧：“一味地
堵解决不了问题，就像早点摊一
样，影响城市秩序但市民又离不
开它，规范到疏导点里实在是一
举两得。”

在国内不少城市，不仅保留
了地摊一条街，甚至还开展了“地
摊节”等主题活动。这也给我们的
城市管理一些启示，是否可以寻
找车流量小且空间充足的区域，
给我们的汽车商店生存的空间
呢？

当然，商品质量也是市民关
心的问题，这就需要工商部门对
地摊进行引导和管理，把好商品
质量关，让地摊成为非但不影响
城市形象、反而为城市魅力加分
的一种别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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