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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订餐的火爆让外卖送餐员日益成为
一支庞大的群体，他们在为民众带来方便的
同时，又因交通事故频发备受关注。

他们每天风驰电掣，穿梭于城市的大街
小巷，送餐时闯红灯、逆行、超速、边看手
机边骑车的情况很多，甚至置自身和他人的
人身安全于不顾，类似血的教训多有发生。

全国多地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与外卖
送餐员有关的道路交通事故呈高发态势。今
年上半年南方某省会城市交警共查处外卖送
餐车各类交通违法4 . 7万余起，在涉及外卖
送餐车的3242起交通事故中，共造成3人死
亡，2 4 7 3人受伤，送餐员承担责任的占
94%。

国内多地此前也出台了相应的管理和整
治措施，交管部门在日常执法过程中，不断
加强外卖送餐车常见交通违法查处。同时坚
持疏堵结合，通过发放交通安全宣教箱、安
全骑行手册、安全头盔等形式普及配送安全
知识，提高外卖配送员的安全文明意识，一
定程度上降低了外卖送餐车辆交通事故的发
生率。

也有人呼吁外卖平台要改变简单粗暴的
盈利模式，不断完善薪酬制度和管理机制，
不能一味追逐利润，忽视送餐员的权益；呼
吁订餐客户要体谅外卖送餐员，给他们多些
包容。

外卖平台确实需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
任，设置更为人性化的考核机制；用餐客户
如果能多一些体谅和理解，也能让外卖送餐
员在送餐路上多一份从容、多一份安全。

但笔者认为，在金钱与安全的权衡中，
还需要外卖送餐员自己思考，做出好的选
择。有送餐员就表示：“我们也知道闯红
灯、逆行危险，不过习惯了就好。”他们的
工作似乎就是与时间赛跑，只有多送单，才
能获得更高的收入。餐送晚了会被处罚，收
到投诉、差评，收入就会减少。

这些外卖送餐员并没有认识到，一旦真
的发生事故，最终受伤害的是自己。送餐迟
到，订单尚可取消，而一旦拿生命为交通违
法“买单”，却没有“一键取消”。在此，
笔者呼吁奔波在路上的送餐员，遵守交通法
规，切莫用自己的生命送餐。

□平邑县 卜凡亮 柴玉涛

莫用生命去送餐！

11月15日：10版《百年玻璃公司的前世
今生》，文中第2栏第2段第1行至第3行“由
于许鼎霖和张謇二人企业遍及多省，所以在
博山玻璃公司只是投资挂名，公司具体事物
全都由顾思远负责”，“具体事物”应为
“ 具 体 事 务 ” ； 第 4 栏 末 段 倒 数 第 3 行
“各家糜不雷同”，“糜不”应为“靡
不”。

11月8日：10版《李浚之：实业救国
梦，散入诗画中》，文中第5栏倒数第4段第
1行“北京沦陷后，李浚之每日手柱桃
杖”，“柱桃杖”应为“拄桃杖”。

□济南市热心读者 黄贻生
1 1月 1 2日： 7版《不就是看个病吗

（ 2 3）》，文中第 1栏第 4段第 1行至第2
行“当大夫的，每次查房，碰到爱美的
小姑娘，都会稍带一句”，“稍带”应为

“捎带”。
11月11日：5版《“五统一”战略提升

“鱼台大米”品质》，文中倒数第2段第11
行至第14行“只要扫描包装上面的二维
码，这袋大米何时被种植在何地、生长
过程中使用了哪些肥料、何时被采摘等
等 ， 每一个环节，都可以查得清清楚
楚”，“采摘”应为“收割”。

同版《山东水稻每亩单产稳定破千
斤》，文中4栏倒2行““水城米仓”” 多
了一层引号。

同版《张店科苑街道探索创建区域化党
建联盟》，文中末段第 3行至第 4行“以
前 驻 地 单 位 各 忙 各 的 ， 想 要 协 调 个 事
情，没个3、5天别想办成”，“3、5天”应为

“三五天”。
□海阳市热心读者 曲延纯

11月10日：1 1版《最美的色彩》，文
中第 3段第 1行至第 2行“母亲说，早晚
要让我学国画的。于是便手把手地，铺
纸研磨”，“铺纸研磨”应为“铺纸研
墨”。

□滕州市热心读者 孙延宜

□ 本报记者 赵丰

近日，省内某化工园区附近社区、村庄的居
民向本报编辑部投诉说：“凌晨三点、早晨八
点、中午、下午、傍晚、半夜，酣睡中、就餐
时，化工园区散发的令人作呕、窒息的气味让我
们苦不堪言、濒临崩溃。

县环保部门答复说，个别企业生产过程中车
间门窗未关闭，存在无组织排放气味情况，导致
园区存在异味。”

凌晨三点被异味熏醒

11月29日，记者来到当地实地调查采访时发
现，园区内有十几家企业，多生产化工产品，当
天基本都在正常生产中。

当天北风较大，位于化工园区西南方向的社
区基本没有异味，但行走在园区内的主干道上
时，尤其是经过附近一家化工厂时，异味仍然严
重。居民们反映：“风大了自然很难闻到异味，
但好的生活环境不能只靠风吹。夏天晚上在小区
遛弯，有些人被熏得直吐酸水。谁要是忘记关了
窗户，晚上可能会被熏醒。”

据介绍，仅上述社区就有两千多户居民。异
味严重时，基本上每栋居民楼都会受到影响，甚
至在凌晨三点被异味熏醒，居民们在微信群里讨
论如何反映这一情况，让自己的生活少些异味的
影响。

他们选择通过正规途径向环保部门投诉。近
期，县环保部门在对他们网上投诉的回复中说：
针对投诉人反映化工园区异味扰民问题，我局组
织力量于9月21日-11月14日对园区各企业及其周
边区域进行了多次现场勘查，未发现企业有废气
治理设施停运现象。通过检查发现，个别企业生
产过程中车间门窗未关闭，存在无组织排放气味
情况，导致园区存在异味。对此，我局已要求
企业加强管理，在生产过程中保持门窗关
闭，减少无组织废气排放对园区气味的影
响。

在给上级部门的回复中，该县环保部门提
到：园区内2处VOC自动监测站数据显示，二氧
化硫、二氧化氮、氨气、非甲烷总烃、苯、硫化
氢等指标均在标准值以内。

记者了解到，无组织气体的整治本就是化工
企业容易忽视、但实际上需要重点治理的污染之
一。废气（粉尘）无组织排放可能来自物料跑、
冒、滴、漏和在空气中蒸发或逸散引起的不规律
排放，以及物料搅拌、喷涂、敞开存放、切割、
破碎、运输等工序，一家规模中等的化工企业可

能会有上万个污染源点。因此需要对生产进行全
过程管理、细化，检测、修复泄漏点，不是简单
开关窗户就能解决的。

从官方回复中能看出，此次投诉所涉及的企
业，事实上已经出现了污染现象。

整改成效与群众要求有差距

对于该环保部门的回复，群众很不满意，因
为他们的生活仍然在受异味的影响。11月30日，
当地居民微信告诉记者：“今天的鱼粉厂味道特
别大。”

这家化工园区里的企业，主要来自城区转
移出来的。从2 0 1 5年开始，当地居民就一直
反映。

这也不是该环保部门第一次作出回复。在
2016年的回复中，该环保部门称该区域无“基本
农田”，但当地还有很多以种植业为生的农民。
记者实地调查时发现，在化工厂、电厂的旁边，
就是附近村庄的田地，种着果树等经济作物，有
居民称种植了多年的葡萄被电厂的废气熏死
了。

2016年当地环保部门在回复中表示，进入片
区的项目选址时按照行业或环评的要求设置了卫
生防护距离，还提到将采取很多整治措施，其中

就包括要求园区内企业加强对废气收集和处理，
严格控制排放。实际上，除了异味污染，近年来
这里有企业雨天外排污水被举报查处、有企业非
法填埋危废。

对群众前后几年的投诉举报，该地环保部门
回复的整治措施，具体的落实情况如何呢？

附近居民最关心的是这个问题。很明显，整
改的效果与他们的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

反映问题的居民来自邻县。记者现场采访发
现，这个化工园区定址在两县交界处，界线呈插
花地状态。化工园区与居民小区差不多同时建
设，由于区划不同，当时没有进行统一规划。现
在，小区的东门就斜对着化工园区内电厂的烟
囱。

企业集中带来“达标污染”

当天，记者来到当地市环保局采访了解情
况，政策法规科负责人表示，这必须进行统一规
划才行，否则这样的选址基本就注定了群众不断
投诉。目前化工企业进园入区是个大趋势，但可
能会因此有新的问题出现，比如企业集中带来了
“达标污染”：虽然单个企业达标排放了，但是
在一个区域产业过于集中，造成污染集中，环境
质量会明显下降。

据了解，为进一步优化化工园区布局，提升
化工园区本质安全水平，近期《山东省化工园区
认定管理办法》出台，省主管部门将按标准对化
工园区重新认定。其中环境保护方面就占了总分
的四分之一，对废气、废水的处理作了专门要
求。同时，要求化工园区产业规划遵循化工
园区建设对水源、物流、安全和环境容纳能
力要求。

市环保局污染物排放总量办公室负责人表
示，区域环境容量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很难计
算。某地要上马新企业，市里的要求一般是以前
一年为基准，污染物总量不增，需要现有企业减
排，新企业才能批复建设。

目前被投诉的化工园区又有几个企业已规划
建设，群众的担心也随之而来：现在已经是有异
味污染了，更多的企业投产，异味肯定会更
加严重。群众投诉中特别提到，在当地生活
的很多是老人和儿童，他们的健康受到直接
影响。

环保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些问题不是
“关上窗户”就能够解决的。面对群众的投诉，
如果不负责任的回复，往往会陷入投诉—回复—
再投诉—再回复—接着投诉的循环，环保工作人
员也会因此而疲惫，压力会很大。但如果始终不
解决实际问题，一般会带来不断进行、持续升级
的投诉，诱发社会不安定因素，很多环保领域问
题引发的事件往往成因于此。

群众投诉“熏得吐酸水”

环保局答复“企业窗没关好”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住在上世纪80年代建成的老小区，淄博市张
店区城西小区居民的幸福感却在不断提升。一般
老旧小区的脏乱差问题已不复存在，更可喜的
事，城西小区不仅设置了停车位，还有了专门的
群众文体活动场所。

自2016年以来，淄博市实施老旧小区整治改
造项目178个，14万多户城市居民的居住环境得
到改善。今年12月1日，淄博市被确定为全国15
个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之一。几年时间里，老
旧小区几十年的窘况能否改变？记者进行了调查
采访。

老小区正在“变脸”

今年66岁的梁淑华，是淄博市公交公司的一
名退休职工，1987年搬进了城西小区居住。这30
年，她的最大感觉就是“到处脏乎乎的、乱糟糟
的”，但是到了今天，她说:“环境改变了，心
情也好了。”

城西小区始建于1983年，有32栋楼927户居
民，紧邻西六路小学。因为外孙上学，年近60岁
的黄阿姨3年前搬进了城西小区，“要不是孩子
上学，谁来这儿住？”

地处体育场街道办事处的张钢生活区，是张
店老城区具有代表性的国有企业老旧片区，由于
年代久远，再加上特有的老工厂区背景，成为了
东部老城区改造的最大难点之一。

“这儿过去就跟垃圾场差不多。”体育场街

道办党总支书记黄海杰回忆说，在生活区的绿地
上，每家每户都占地盖房，有的种树、种菜，有
的养鸡、养狗……

乱搭乱建、道路疙疙瘩瘩、下水道污水横
流……这些城西小区居民的话语，成为张店区老
旧小区过去的缩影。一位居民总结说，“我们地
处城中心位置，出门却面临诸多不便。”

而今，这些小区都在经历着“变脸”。
淄博市老旧住宅小区整治改造工作有关工作

人员表示，自2016年以来，淄博市实施老旧小区
整治改造项目178个，改 造 面 积 1 0 7 0 万 平 方
米，1 4万多户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得到了改
善。“市政府按照区县政府投资的 4 0%，安
排市级以上奖补资金，两年安排了资金 4 . 3
亿元，明年还大约完成 5 0 0万平方米改造，
提前完成4年改造任务。”

群众盼改造，工作却不好做

记者走访多个老旧小区发现，居民们对环境
牢骚满腹，盼望着小区能够早日进行改造。但
是，在推进实施过程中，改造过程遇到的最大难
题却是“群众工作难做”。

地处张店区湖田街道办新华街社区的工人新
村小区，始建于1987年，有12栋楼424户居民，是
当地第一个商品房小区。由于紧邻当地的一家药
厂和新华街医疗器械市场，小区沿街、空地都被
违法占用建房用于出租，这也成为改造的大难
题。

新华街社区党总支书记王绪宝说，“一户一
年有好几万元的房租收入”，要整治改造，要拆
除违建，必然会损害这部分人的利益，一位70岁
的老太太爬上房顶不愿拆除。

还有一个老旧小区，有居民在楼前种了一棵
香椿树，在改造中被砍掉了，居民不乐意了：
“我的香椿芽长得好好的，为什么要砍掉？”于

是直接反映到了市长热线。
“我们感觉工作压力挺大的。”张店区住建

局副局长宋莉说，政府这么大投入，就是用来惠
民的。但居民得天天回家，施工影响环境、出
行，很难保证不被投诉。

在老旧小区改造上，居民有希望环境改善的
愿望，但也有“两个担心”：一是担心政府口号
喊得响但行动跟不上，改造效果不理想；一是担
心实行商业化运作，有人赚了大钱，群众利益却
被损害。

王绪宝说，居民的利益诉求比较多，我们只
能比日常工作付出更多的努力，跟他们耐心细致
地拉家常，将心比心，工作自然就做通了。

如今，走进工人新村小区，乱如蛛网的架空
线路已经没有了，乱搭乱建的空地成了停车
场，小区东侧还建设了崭新的自行车、电动
车车棚。

王绪宝介绍，小区原来有自行车棚，这次只
是改变了车棚的位置。“就在建车棚这一件事
上，就反复了多次，小区‘自改委’发挥了作用。”

据了解，在老旧小区改造中，淄博市借鉴棚
改经验，每个改造小区成立改造委员会，吸收有
一定群众基础的居民参与，让老百姓的诉求通过
这次改造落到实处。

“老旧小区‘是否改’、‘怎么改’？我们
广泛征求居民意见和需求，取得了群众的配合和
支持，然后再委托专业设计院进行规划设计。”
淄博市老旧住宅小区整治改造工作有关工作人员
表示，在改造实施过程中，各种“变数”也很
多，我们也会根据居民的意见建议，很快做出部
分调整。

老旧小区有了物业

两年时间里，淄博市仅张店区就分别完成了
19个项目194万平方米、32个项目190万平方米的

老旧小区改造，基本上提前2年完成了4年任务
量。

采访中，有居民提出：老旧小区容易出现
“一年新、两年旧、三年脏乱差”的反复，改造
后的社区如何实现长效管理，让脏乱差不再反弹
呢？

据了解，借助此次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淄博
市推行建管并举，对政治改造后的老旧小区及时
组织实施专业化的物业管理或简易物业管理，实
现物业管理全覆盖。

宋莉表示，在老旧小区改造完成后，将逐步
实现项目运营维护市场化，各镇办承担起被改造
老旧小区的物业管理费收取责任，各镇办尽快启
动改造小区的物业管理费收取工作。

目前，张店区改造后的老旧小区，基本上采
用简易物业管理，一户一年财政补贴130元物业
费，确保小区清洁、安全等基本管理。

就目前来看，专业化物业管理费的收取依然
是不小的难题。但是，在淄博市临淄区，专业化
的物业管理已经在改造后的老旧小区全面推开
了。

辛店街道办副主任张玉玲表示，小区在改造
时规划建设了部分停车位，居民如果想使用，每
年需要缴纳800元的车位建设费，三年后会改为
车位管理费，可以弥补物业费的不足。

柏润物业负责人肖元吉表示，通过招投标，
公司承担了当地4个老旧小区的物业管理工作。
“老小区都没有物业费，就算改造好了，老百姓
一下子也接受不了，我们只能以好服务来打动他
们，而不是以水、电来进行控制，现在已经逐步
得到了居民的认可。在辛店街小区，574户居民
只有30户没有交物业费，收取率达到了95%，有
的小区达到了100%。”

张玉玲说，随着物业公司管理的小区越来越
多，如果能够实现资源共享，他们的运营成本也
会降下来。“如今，老旧小区改造了，专业物业
也进入了，初步实现了建管并举，过去冬天入住
的人很少，现在基本上都住满了。”

178个老旧小区项目实现整治改造后，政府补贴物业费，

实现物业专业管理，14万多户居民居住环境得到改善———

老旧小区改造，建好还需管好

□记者 赵丰 报道
12月6日，在省城泉城公园公交站牌处，

一些乘客正在等车。其中一个小朋友在大人的
帮助下，站上了候车凳，四处张望着。候车凳
是为了方便乘客等车，暂坐休息的公共设施，
不应踩踏。候车文明应从小抓起，图中的小朋
友虽可能因觉新鲜或调皮要站上候车凳，家人
也应及时教育、劝阻，让孩子从小养成出行时
自觉践行公共文明的好习惯。

候车文明应从小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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