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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咱济南的事儿 拉咱百姓的理儿

给滞销水晶梨找出路

要救急更要救“穷”

破破解解““节节日日堵堵””办办法法总总比比困困难难多多
“凌晨堵车，这个中秋太挤

了”，这是晚报9月28日“今日济
南”的头版头条。报道说：“主干
道堵，高架路更堵，连小区里的
道路也堵得满满的；火车站堵，汽
车站也堵，高速路入口处车辆排成
了长队；节前被堵在出城的路上，
节假日又被堵在进城的路上，今
年这个中秋节过得太拥挤。”

“逢节就堵，红绿灯都快失
效了”，难道就没有疏导、破解的
办法吗？常言道：“办法总比困难
多。”那么，如何才能破解节日堵
呢？笔者以为应从以下四方面探
索有效办法。

适度扩大车辆停泊禁区。济
南虽然是个大堵城，但相对而
言，还是主城区堵得最厉害。记
得去年国庆节期间，交警部门就
曾封闭了各景区周边的停车场，
并严禁道路停车。此举虽说也有
些非议，但效果还是蛮好的。所
以，建议交警部门继续去年的做

法，并适当扩大禁停区域。当然，
扩大禁停区域或许会加剧相邻
道路的拥堵，但凡事有利就有
弊，时下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
法。不过，对外地车辆可以另当
别论，因为他们不晓得禁停信
息，且路途不熟，对他们开绿灯，
以此来体现省城的热情好客。

法定节假日和双休日可试
点实行单双号限行。交通拥堵说
到家还是道路资源受限，单双号
限行是时下解决拥堵有效之举。
虽说有些人对此有所非议，但时
下这却是缓解拥堵的无奈之举。
杭州市自2013年起，逢法定节假
日和双休日，就在西湖周边，分
时段、分路段实行单双号限行，
效果相当好。济南的拥堵状况甚
于杭州，建议济南交警学习借鉴
杭州的做法，以此来让“节日堵”
与济南爽约。

分时段、分区域控制车流
量。国庆长假是旅游旺季，根据

往年情况预测，南部山区各景点
的进出要道，今年国庆期间仍然
会出现大面积拥堵情况。当某旅
游景点游客达到饱和，管理方可
以采取适度控制客流量的办法，
建议交警部门对南部山区各景
点的进出要道，也能复制这种办
法，分时段、分区域控制车流量，
以此来缓解交通过度拥堵。

鼓励绿色出行。堵城之所以
成堵城，除却车辆多，道路资源
有限之外，与人们的出行理念密
切相关。远游驾车，近程绿色出
行，这是现代文明时尚的出行方
式。时下的济南，已经成为拥堵
高风险城市，因而，鼓励市民绿
色出行，倡导现代时尚出行方式
就显得尤为重要。要动员社会各
界的力量，广造舆论，大力宣传
绿色出行对济南文明的好处，对
自身健康的好处，使得市民逐渐
地自觉践行绿色出行方式，以此
来让堵城与泉城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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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有话明说

□杨曙明

□静嘉

近日，济南市首家“健心
房”落户槐荫区裕北居委会八
里桥新居，一时间引发市民的关
注。居委会朱建伟主任介绍，辖区
内1600户居民中，残疾人、空巢老
人、单亲家庭等占到476户，联合
心理咨询机构成立社区“健心
房”，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社区“健心房”，听上去便
很新鲜。其实，“健心房”也好，
社区心理咨询室也好，在深圳、

广州等城市比较常见，尤其是
近几年，还流行起了“心理婚
检”，对男女进行婚前心理辅
导，增加彼此的了解。

伴随工作节奏加快、生活
压力较大，心理健康越来越受
重视。槐荫区成立首家“健心
房”，联合注册的心理咨询师，
为辖区居民提供心理辅导，定
期举办相关的咨询活动，对居
民来说，不啻一份大礼，也是很
好的人文关怀。

作为心理咨询师，笔者以

为，市民的身体健康与心理健
康同样重要。社区引入心理咨
询项目，是顺应社会发展的新形
势与新需求。但是，“健心房”如何
走远，不流于形式，避免热闹开
场、安静关门，还应从实际出发，
遵循中立与保密原则，根据居
民的实际需求而私人定制。

一方面，社区资源大都有
限，可联合社会力量，包括妇
联、老龄委、团委等部门，完善
心理咨询队伍的建设，储备优
质人才，营造温馨环境，提高居

民的信任度与认知性。还可线
上、线下同步开展咨询活动，
在现场咨询之余，设置心理邮
箱、热线电话、博客咨询等。
另一方面，为居民创建心理档
案，实行动态化管理。当然，
心理咨询不是拉拉呱、倾诉一
场完事，而是管理情绪、梳理
心结、重构认知、摆脱各种痛
苦，让心灵变得强大起来。因
此，应该让居民深入了解，通过
团体游戏、心理情景剧等途径，
增强体验性。

□徐剑锋

由于遇到销售困境，一位身残
志坚的年轻人看着丰收的水晶梨却
发愁了。希望爱心人士伸出援手帮
帮这位残疾人。（详见《齐鲁晚报》9

月27日B04版）
给水晶梨多找几条销路，需要

各方合力打好“组合拳”。比如，通过
媒体渠道拓展商机；又如，激发社会
爱心力量，借助团购、网购等方式定
向销售；再如，采取网上对接、农超
对接和农批对接等模式，进一步搭
建销售平台。

可是，救急救不了穷，对滞销农
副产品而言，亦是如此。临时性举措
或许可以缓解农民的燃眉之急，但卖
难问题之所以屡见不鲜，根源在于农
副产品的销售信息不对称、渠道不畅
通、运输不得力。围绕这些痼疾，相关
职能部门既要有针对性地研究对策，
出台扶持意见和解决方案，也应进一
步健全从地头到餐桌的链式工作机
制，把重心放到提高产销组织化程
度、构建完善的信息网络系统、落实
和完善农副产品“绿色通道”等方
面；但最根本的，还是要改变农副产
品生产与市场严重脱节的现象。

解决卖难问题，不仅要帮助农
民“拓销路”，更应指导他们“转思
路”，更好地与市场对接，保证信息
对称。只有构筑起完善的农业服务
体系，才能更好地承担农副产品买
卖重任。从这个角度来讲，相关职能
部门既要加强种养指导和宏观调
度，也应教会农民适应市场、驾驭市
场、驰骋市场的本领和办法，按市场
经济规律种植养殖，用市场化、信息
化手段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比如，依托协会等平台，教会他们如
何辨别市场信息真伪、加强市场调
查研究；又如，运用网络、微博等平
台及时发布农副产品信息，根据市
场供求来决定种养规划。

葛有么说么

社社区区““健健心心房房””得得多多些些私私人人定定制制

葛原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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