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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孤岛”供暖难，政府不能缺位
□郭静

2 0日齐鲁晚报《近百
“孤岛”有望破解供暖难》报
道，在小区居民和供热企业
等多方努力下，几个“孤岛”
小区先后实现集中供暖。这
的确是温暖人心的好消息。
但让笔者纳闷的是，在关系
到几万市民供暖难题的破
解过程中，却很少听到政
府的回应，多少让人有些
心凉。

其实早在今冬供暖开
始前，有关“孤岛”小区
供暖难的新闻就不断见诸
报端，争议广泛，此次旧

调重弹，无非是让大家看
到了希望的曙光。但近百
个 小 区 是 否 真 的 “ 有
望” ？在政府有关部门缺
位的情况下，单靠小区居
民和供热企业的努力，恐
怕难度很大。

除了有些小区可能民
心不齐外，最难以越过的
就是那道“硬杠杠” — ——
配套费。

每逢冬季，近百个小
区的几万市民谁不渴望纳
入市政供热管网，享受集中
供暖的温暖？只是高额的配
套费用让他们望而却步。因
为根据规定，要想集中供

暖，每平米必须交纳78元
钱的开户费，再加上管道
施工费和材料费每平米大
约130元，算起来每平米大
约需要210元的费用。

对于老小区不少困难
家庭来说，这无疑成了拦
路虎。他们期待能有人打
破这道“硬杠杠” ，因为
自从1995年后，暖气开户
费基本上由开发商交纳，
但这些“孤岛”小区大都
建于上个世纪 9 0年代之
前，那时还不存在配套费
之说，被安置入住或者购
房入户时，哪里会想到现
在会遇到这道坎儿呢？

媒体对此也多次呼吁
政府、供热企业能帮着一
起想想办法，尽量解决此
事。但除了居民自发的热
情以及供热企业的配合
外，鲜闻政府的声音。即
便有所回应，也是“政策
规定” 、 “历史遗留问题
复杂”，等等。

“历史遗留问题”似乎
成了解释一切难题的惯用
词，只要现实中遇到“过去”
与“现在”的政策难以对接
的难题，这句话就成了挡箭
牌，甚至成了安慰剂，因为
反正是历史遗留问题，不是
不作为，而是“爱莫能助”。

的确，历史遗留问题
往往比较棘手，近百个小
区的改装费是笔可观的数
目，全由政府部门埋单不
太现实。但即便是历史遗
留问题，也是关系到几万
市民的民生问题，无论如
何也不能等闲视之，更何况
百姓的要求也不过是希望
政府部门能把他们这点事
放在“心上”，当作一项民生
工程对待，哪怕是政府、
供热企业和居民一起来分
担，哪怕政府在对待这些
老问题上政策略微变通一
下，居民的心里也会热乎
起来。

□杨曙明

泉标是泉城的产物，是济南的标
志，泉标归泉城，毋庸置疑且天经地
义。在泉城市民的心目中，泉标是全
体市民的共同财富，要说它的知识产
权，当归属泉城人民。近日，细读晚报
相关报道，才知道竟有人为了泉标姓
公还是姓私打起了官司。笔者不是法
律界人士，但对这场官司颇有荒诞无
稽之感，在此，冒昧替泉城人民说句
心里话：怎么着也不能让泉标姓私
啊！

泉标诞生虽然不过十几年，但它
却得到了泉城市民的高度认可，且这
种认可建立在全体市民对它公共属
性默认的前提下，没有这个前提，就

没有广泛的高度认可；没有广泛的高
度认可，泉标就不会矗立在泉城广场
上，更不会成为全城人民心里的泉
标。广州市的标志五羊石雕像，是上
个世纪50年代广州市政府委托几名
设计者，根据五羊传说创作的。据媒
体报道，2005年，当年的设计者以维
权为名，将使用五羊雕塑图片做宣
传的家乐福广州卖场诉至法院，要
求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30万元。法
院经审理后判决，五羊雕塑著作权
由广州市人民政府享有，创作者只
拥有署名权，被告不构成侵权，原
告为之败诉。我们泉标的设计者虽
是外地人，但有市政府委托这个前
提，且接受了酬劳，由广州五羊石
雕像推及我们的泉标，泉标的著作权

当归属济南市人民政府享有，其所有
权毫无疑问当归于泉城人民，这不仅
是法理，更是情理。

泉标是泉城的名片，是一种特殊
的知识产品，其特殊就在于具有广泛
的公共属性。宣传济南离不开泉标的
点缀，今天是这样，今后也是如此。济
南人有使用泉标的自主权，企业也有
开发“泉标”的责任和义务。开发虽可
能有盈利因素，但客观上对宣传济
南、提高泉城形象大有裨益。如果让
泉标姓私，把这种开发视为侵权，泉
标的价值不仅会大打折扣，同时还将
会对泉城人民的情感造成巨大的伤
害。泉标姓公不姓私，过去是这样，今
后永远当是如此，这是泉城人民的心
里话。

齐烟九点
对“孤岛”小区的供暖难题，媒体也多次呼吁政府、供热企业能帮着一起想想办法，尽量解决此事。但除

了居民自发的热情以及供热企业的配合外，鲜闻政府的声音。

来信

说什么也不能让泉标姓私啊

省城社区卫生中心给居
民建健康档案已经两年了，但
进展不太顺利，不少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收集起来的市民健
康档案信息还不足社区总户
数的三分之一！（详见本报今
日C04版）

社区工作人员想出了一
系列方法，希望普及健康档
案，却频频遭遇冷场。建立健
康档案本来是好事，为何有人
还拒绝呢？这事儿请你来说
说。热线电话：96706 。邮箱：
qlwbjzx@163 . com

点题

社区健康档案

你建了没有？

推广名泉车票

要举一反三

□韦钦国

近期，省城49路公交车车票
换了新面貌，济南市的一些名泉
和乘客一起“登”上了公交车，成
为公交车票的票面。49路公交车
上的车票面值一元，其背面印有
济南市名泉——— 卧牛泉。据司机
师傅介绍，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
司将统一印刷此类新车票，并将
逐渐取代千篇一律的旧车票。笔
者以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探索，
值得推广。

作为历史名城，济南文化积
淀深厚，旅游资源丰富，可资宣
传的载体也有很多，关键是有没
有这个意识，如果用好这个资
源，无论是从经济效益还是社会
效益，以及提高济南的知名度都
有益无害。比如，2005年趵突泉
公园的门票就由原来的长条单
页铜版纸换成了明信片，正面是
趵突泉景观图案，背面是邮资60
分的明信片，进入公园检票时游
客只需把副券沿虚线撕掉交给
工作人员即可，游完公园还可得
到一张完整的趵突泉景观明信
片，由于印刷精致、制作精美，改
变了以往门票易撕、易折的缺
点，集观赏、实用、收藏于一体，
可寄可存，很有纪念意义。

据笔者了解，这种门票和普
通门票相比，成本并没有增加多
少，但完全可以将此作为景点的
一个宣传点来吸引游客，元旦和
新年即将到来，省城的一些旅游
景点不妨借鉴这些做法，或许能
收到不错的效果。可能的话，人
流量大的景点可以和邮政局合
作，在大门处设置一邮箱，如果
游客要将明信片寄出，直接投入
邮箱即可。如此一来，既增加了
景点收入，也宣传了景点，是一
个双赢的举措，何乐而不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