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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咱济南的事儿 拉咱百姓的理儿C02

““平平改改坡坡””变变““坡坡改改屋屋””凸凸显显监监管管短短板板
□曲征

齐鲁晚报4月17日报道，15

日，市民李先生向晚报反映，在
历下区千佛山东路17号的某单
位宿舍，有人私自在楼顶加盖
阁楼。记者调查发现，这些看似
违章的建筑是以“平改坡”的名
义建造的，有着合法的手续。但
这里的工程已是“坡改屋”，加
建的楼层成为部分业主的私家
阁楼。

本来是以“平改坡”的名义
办的手续，但实际操作起来，却
成了“坡改屋”，这种最高处达4米
的建筑，已经完全脱离“坡”的概

念，成了实实在在的“屋”。“坡改
屋”现象，使楼房无形之中增加
了一层，尽管方便了私自加盖
者，但影响了周围居民的采光，
也为整个楼体增加了安全隐患，
并且施工影响左邻右舍，容易引
发矛盾和纠纷。

追根溯源，“平改坡”是济南
市以迎接十一届全运会为契机，
在2008年推行的一项工程，最初
目的是为了改善老式顶层房屋
的保温隔热和防水功能，减少能
源消耗，同时也能起到美化市容
的效果，随着全运会结束，“平改
坡办公室”也被撤销。但是，办公
室被撤销，平改坡的监管工作却

不能取消，在撤销办公室的同
时，应实现监管责任的顺利交
接。退一步说，即使随着“平改坡
办公室”的消失而中断监管，其
他职能部门也应该继续执行监
管任务，不能眼睁睁看着违规者
擅自改变建设规划。

但令人奇怪的是，对于“平
改坡”变“坡改屋”谁来管这一问
题，记者先后采访了城管、房
管、规划、建委等多部门，都没
有得到明确答复。由此可见，正
是许多部门失于监管形成了管
理真空，才造成一些业主私自改
变建设规划。

“平改坡”变“坡改屋”，没有

隐秘性可言，是一种光天化日之
下的违规行为，其建设也不是一
时半会儿就能完成的，只要有部
门用心监管，就很容易被发现。
也就是说，监管不难，关键是没
有哪个部门用心监管。从另一个
角度说，这是在城市监管项目
上，缺乏工作分配和责任划分，
这种情形最容易导致“踢皮球”
现象以及“大家都负责，最后谁
也不负责”的结局。

说来说去，“平改坡”变“坡
改屋”，监管并非难于上青天，而
是城市管理存在短板。不弥补短
板，城市管理自然会出现这样那
样的问题。

葛泉眼 一人E语

@林毅：近日，玉函北社区
对辖区内3号楼前空地进行改
造。铺设了水泥砖，栽种了花草
树木，成为周围居民休闲的好
去处。可是没过几天，有的居
民就在两棵树之间拴上绳子
或铁丝来晾衣服被褥，有的居
民还在小树上撞后背，当做健
身器材。

小树才栽上没几天，不用
说生根，劲儿都没缓过来，细细
的树干怎能承受被褥和人的撞
击？在此晾晒被褥不光伤害树
木，也影响小区的“创卫”工
作。居民晾晒衣物要到空闲
的地方，锻炼身体要到有健
身器材的地方。小区是我家，
大家都要爱护她。千万别再
把刚栽上的小树当成晾衣架，
让小树短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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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秀娟：笔者在建设路
附近乘公交，上车后看到车后
排座位上，一男子光着膀子骂
骂咧咧地高声打电话，一股刺
鼻的酒味，车上的乘客都避而
远之。

公交车作为城市的公共交
通工具，代表着一个城市的文
明程度。对乘坐公交车出行的
市民来说，车上遇到醉酒者，简
直是一种“煎熬”。

笔者以为，杜绝市民酒后
乘坐公交车耍酒疯的不良现
象，公交驾驶员要把好乘车关，
不让严重醉酒的市民上车；有
关部门要制订应急预案，一旦
有醉酒者乘车与乘客发生矛盾
或出现不和谐现象时，要能在
第一时间处理。

酒后乘公交

也得讲“规矩”

候候车车亭亭垃垃圾圾桶桶放放置置有有学学问问

□朱文兴

笔者在经十一路小学大门西
侧等候公交车时，看到候车亭边
上有一个一米多高的大型塑料垃
圾桶，敞着口，桶底的垃圾没有清
理干净，一股臭味扑鼻而来。

可以肯定，有关部门在这个客
流量较大的公交站设置垃圾桶，是
为了防止乘客随手乱丢果皮、饮料
盒等垃圾，使废物有归处，保持路
段的清洁卫生，初衷是好的。

然而，在公交车站设置这么
粗糙的大垃圾桶，总感到不伦不
类。弊之一，桶内垃圾如果不及时
清倒，就会腐烂发臭，尤其是夏
季；弊之二，垃圾桶体积太大，制
作粗糙，桶盖无法自动开启关闭，
易散发臭味，不仅影响市容，有碍
观瞻，也显得省城环卫管理离“管
理更优”的要求还有不少距离。

联想到去年10月中旬走过青

年东路和文化西路交叉口西南侧
时，从青年桥垃圾转运站里发出
的恶臭味几乎要把人熏倒的情
景，环卫设施的设计和设置，既要
考虑环卫部门的需要和方便，更
要从建设美丽泉城这个高度、以
群众为根本这个角度从优谋划，
为市民创造舒适宜居的环境。随
着城市向现代化迈进，传统的环
卫管理观念、手段、方法已经落
后，现代的环卫管理既是一门科
学，也是一种艺术。环卫设施如何
设计得美一点？如何设置得合理
一点？清扫机械如何效率更高一
点？管理如何更精细一点？个中既
有责任心、工作态度问题，也涉及
管理学、美学等学问。

但愿有关职能部门从候车亭
设置垃圾筒这件小事中举一反
三，多学习现代城市的环卫管理
知识，把省城的环卫工作做得更
加精细、更加干净、更有美感。

□冯燮

每到上午11点半左右，济南市
经五路小学附近一家零食店里就
挤满了戴小黄帽的小学生，他们在
争相购买小零食。记者采访发现，
这所学校周围有十余家类似的商
店，在省城不少中小学校附近，几
乎都能看到售卖这种“五毛钱零
食”的商店(4月22日《齐鲁晚报》)。

的确，学生的潜在消费让一
些人看到了“商机”，“五毛店”围
校几乎成了城市一道“风景”。一
些商店受利益驱动向学生兜售

“三无产品”或违禁商品，严重损
害学生身心健康。尽管与之前相
比明目张胆的“三无”零食少了，
但监管部门透露，仿冒产品增多
了。这些食品大部分含有多种违
禁成分，对学生身体损害极大。有
关部门整治学校周边环境的动作
似乎也没有停歇过，时不时就传

出专项整治行动的新闻，然而学
校周边环境问题似乎没有因此而
变得清静是不争的事实。

不否认商家重利轻义，不否
认学生自我保护意识的不足，也
不否认学校教育在这方面的疲
软，但有一点同样不能否认，那就
是职能部门的多头管理和执法，
这种滞后的管理思路，使得学校
周边问题成了老生常谈。

从根本上治理学校周边环
境，不妨指定一个执法主体，作为
履行全面管理学校周边环境职能
的“管家”，发现问题由其牵头，其
他职能部门配合执法，没有这个部
门的许可，其他部门不得审批学校
周边经营项目，无论是学生消费维
权还是群众举报不法经营行为，都
找“管家”，由其统一出面负责，这
样既克服了多头管理所造成的推
诿扯皮，也利于学校周边经营活动
的统一规划和规范，不妨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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