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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将至，职能部门如何发挥作用，保障群众度

过一个平安有序、欢乐祥和、年味十足的春节假期？

欢迎读者来信，提出意见建议。

邮箱：rmrbdzlx@126.com
传真：（010）65368495

■曝光R

消防通道是紧急情况下的“生命线”。

一旦发生险情，畅通无阻的消防通道能确保

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带着专业设备到达现场

展开救援，为救助被困人员争取宝贵时间。

然而，近来不少读者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

反 映 ，消 防 通 道 被 堵 塞 ，存 在 严 重 的 安 全

隐患。

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国宾府小区的李

先生反映，小区地下车库的出入口消防通道

被开发商违规堵起来，用作仓库出租了（见

图①）。“我们小区本来有两个地库出入口。

大概一年前，开发商金池房地产公司违规把

其中一个出入口封堵，私自拆除消防卷闸

门，建成仓库出租，导致本小区业主车辆不

能正常进出地下停车场，也堵塞了消防通

道。”李先生说，小区居民与开发商多次协商

无果，请求有关部门关注处理。

在 内 蒙 古 呼 和 浩 特 市 赛 罕 区 吉 美 家

园，一排临时围挡将小区的消防通道堵了

起 来（见 图②）。“2023 年 5 月 ，小 区 2 号 楼

南 侧 竖 起 了 一 排 铁 皮 围 挡 。 说 是 南 侧 的

厂房要拆迁，但是到现在迟迟未动工。这

排 铁 皮 围 挡 与 2 号 楼 南 侧 距 离 不 足 1 米 ，

消 防 车 怎 么 过 得 去 ？ 万 一 发 生 火 情 怎 么

办？”小 区 居 民 李 先 生 说 ，对 于 该 问 题 ，小

区居民多方反映，但始终未能解决。

在辽宁大连市甘井子区中华城领汇小

区北门，两排地桩和一条长长的隔离栏杆将

原本畅通的消防通道隔开了（见图③）。“小

区北门这条路本来就不宽，小区物业公司荷

原物业在便道上打了一排地桩，在马路中间

又竖起了隔离栏杆。”小区居民刘女士说，

“根据消防规定，消防通道宽度不能低于 4
米，现在明显不足 4 米宽。而且，因为这些

栏杆的存在，真要发生火灾，消防车要绕路

掉头才能进入小区。”

刘女士向荷原物业公司反映该问题，得

到的答复是为了治理乱停车问题。为了防

止临时停车，不当使用栅栏和地桩，阻碍了

消防通道，还影响居民出行，物业公司的行

为可谓得不偿失。

凡此种种，占用或堵塞消防通道，平日

里看似并无大碍，一旦遇到险情，就会贻误

救援时机，造成重大伤亡损失。

归结起来，堵塞消防通道，有的是由于

群众消防意识淡薄，缺乏对消防通道重要性

的认知，随意停放车辆或堆积杂物。有的是

一些建筑在设计规划阶段，没有预留足够的

停车位或储物空间，导致居民占用消防通

道。更重要的是，有关部门对消防通道的监

管不足，对占用或堵塞消防通道行为的处罚

力度不够。

对此，还请当地有关部门重视该问题，

及时清理堵点，畅通消防通道。

   （读者投稿邮箱：rmrbdzlx@126.com）

  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辽宁大连市甘井子区

消防通道消防通道岂岂能能堵塞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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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群众遇到的一些烦心事、忧心

事其实带有普遍性。比如，消防通道被占

用，下水道井盖破损无人理，有人私自设置

限高杆、限宽墩妨碍车辆通行……这些问

题看似不大，对群众生活影响不小。而且，

类似事情，靠老百姓个人难以解决，往往需

要职能部门协调处理。这就要求职能部门

和党员干部尽职尽责，多倾听群众意见和

诉求，摸清群众的急难愁盼，注重从解决一

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把老百姓身

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

2025 年伊始，本版开辟“曝光”栏目，反

映不同地区群众遇到的共性问题，立此存

照，督促有关部门履职尽责，切实解决难点、

打通堵点、扫除盲点，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欢迎投稿。

开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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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来临，供暖成为群众关注的焦点。

暖气热不热、室内温度能否达标，直接关系千

家万户的幸福感。然而，在实际供暖过程中，

一些地方仍存在暖气不热、供暖不稳定等问

题，给群众生活带来困扰。近日，围绕保障供

暖工作，不少读者、网友来信、留言反映问题，

并积极建言献策。

一些读者反映，家里
因暖气不热向供热企业
报修，但服务体验不佳

进 入 冬 季 ，不 少 群 众 反 映 小 区 供 暖 问

题。陕西西安市读者秦东风给本报来信表

示，2024 年 11 月 29 日，西安室外温度 3 至 10
摄氏度，而家里暖气一直不太热，该状况已经

持续了一段时间。天气晴好时尚能忍受，一

旦下雪，气温骤降，“冷得如同冰窖一样”。一

名辽宁沈阳市网友近日在人民网“领导留言

板”留言反映，自己所住的小区供暖温度不达

标，“屋里和外面差不多冷”。

除了暖气不热，与供热企业的沟通渠道

不畅、报修被推诿、服务体验感不佳，也是群

众投诉的焦点之一。秦东风说，他拨打过市

民热线电话和供热部门联系电话，结果供热

部门工作人员拿着测温枪上门，看上去很有

诚意，却将测温枪紧贴暖气管，表示测出的数

字“符合供热标准”，而后离去。

一名天津市读者则反映，小区在供热前

试水时，楼道暖气管漏水，致使暖气水流入其

家中。维修人员告知是暖气管阀门丢失所

致，会在 24 小时内回复。结果 24 小时过去

了，无人和他联系。他等不了，自己跑到暖气

站找人，却发现根本没人知晓此事，当然问题

也没能解决。

记者调查发现，造成居民家中暖气不热

的诸多原因中，暖气管道老化、堵塞是常被提

及的。但不少读者认为，暖气管道不畅的背

后，供热企业维护工作缺位也是重要原因。

一名山西临汾市读者留言，自己所在小

区由于暖气主管道循环方式老旧，存在管道

破裂、堵塞不通等问题，致使暖气供应时常中

断，室内温度偏低。然而，物业公司与供暖公

司相互推诿责任，让居民陷入无奈。除了年

久失修、配件老化，一些地方暖气管道后期维

护不到位，地暖管道结水垢、分水器供水前端

过滤器堵塞等，也会造成导热功能下降。

管道年久失修，供暖
费收缴难，燃料价格不稳
定，影响供热质量

“热力公司是否能做到按周期对居民小

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入户摸排检查暖气管道情

况，进而及时检修维护？”河北唐山市读者梁

建军因供暖问题，多次被热力公司以各种理

由推诿，他来信提出，“在居民反映供暖问题

后，究竟由谁来负责维修善后？”

他认为，这些供暖痛点暴露出在供暖硬

件设施方面，相关部门没有明确责任主体、规

定处理时限，缺乏对基础设施的定期更新维

护投入，没有建立有效的设施定期巡检和维

护机制，对居民区供暖设施老化问题重视不

足，导致问题积累，影响供暖效果。

对此，供热企业也有难言之隐。一方面，

早年供热管网的建设标准和材料质量与现在

相比有较大差距，一些老旧小区的供暖管道

维修和更新都需要资金投入，但资金来源是

个难题。另一方面，暖气不热，居民不愿缴

费，供热企业收费不足，供暖不积极，又会导

致供热效果雪上加霜，形成恶性循环。

河北张家口市一名网友坦承，每年暖气

都不热，2024 年不交暖气费，等着供热公司

解决问题。结果去年 11 月底收费人员来催

缴，告诉他“你不交暖气费，我就停暖，反正钱

照样收”。他很生气，向相关部门投诉后，当

地供热公司才组织维修人员上门维修。

一些地方针对无法保证充足供暖的情

况，推出了适度退费政策，缓解群众的不满。

如天津河北区爱家星河花园一名住户表示，

在这里住了 10 年，暖气都不热，此前两次测

量，都只有 15 摄氏度。最后，依据《天津市供

热采暖费退还管理规定》，供热企业减免了他

2023 至 2024 年度 30% 的供热费。

此外，煤炭、天然气等能源价格波动，影

响供热成本，一些供热企业也会通过降低供

热水平维持收支平衡。2024 年 12 月初，一名

来自山西太原市国仕山小区的网友在人民网

“领导留言板”质问，“白天停暖，晚上才送暖，

家里暖气管都是冷的！交那么多暖气费，钱

都用在哪儿了？”当地回复表示，小区是由物

业自主购买天然气供热，小区每天消耗天然

气约 5000 立方米，成本较高，最近气温骤降，

导致居民温度变化感知明显。政府将积极协

调争取政策支持，如天然气价格补贴或优惠

等，以降低供热成本，改善小区供暖情况。

政府、供暖企业、居
民共同努力，确保温暖
过冬

冬季供暖是一项民生大事，关系到千家

万户的基本生活保障，当前供暖工作中存在

的诸多问题需引起重视。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鹏认

为，应加大对老旧供暖设施的改造力度，定期

评估和更新设备，确保其正常运行。同时，供

暖企业应加强员工培训，提高其服务意识与

专业技能，建立健全客户服务体系，充分利用

现代信息技术，搭建便捷的用户反馈平台，提

升服务响应速度。

一些供暖企业设立了 24 小时服务热线，

如北京市热力集团的供热服务热线 96069，

市民遇到供暖问题时，可随时拨打，供暖单位

会及时安排维修，确保供热系统稳定运行。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供热企业加强与

用户的沟通互动不可或缺，可通过定期开展

用户满意度调查，了解用户需求和意见，及时

改进服务。供暖企业在供暖前，应组织入楼

和入户巡检，主动为用户检查供暖设施，及时

发现并处理潜在问题；供暖期间，通过微信公

众号、客户端等平台及时发布供暖信息，包括

供暖时间、温度标准、维修通知等，让居民及

时了解社区供暖的相关信息。

“有关部门和供热企业应通过多种渠道

广泛宣传供暖政策，包括收费标准、补贴政

策、报停流程等。”刘鹏建议，主动公开供暖工

作进展、供热质量监测数据等，接受社会监

督，增强居民对供暖工作的信任。对于老旧

小区、偏远地区等供暖薄弱区域，以及困难群

体和特殊需求人群，需制定有针对性的解决

方案，如增设供热站点、优化管网布局，提供

必要的供暖补贴或个性化服务。

一 些 地 方 为 优 化 供 暖 体 验 ，采 用 诸 如

自动补偿系统、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将其应

用 到 供 暖 行 业 中 来 。 例 如 ，山 东 青 岛 市 积

极推进智慧供暖建设，搭建智慧供热系统，

让供热工作人员能够远程收集和分析每户

的 温 度 和 流 量 数 据 ，实 时 掌 控 供 热 情 况 。

如 果 发 现 用 户 家 里 供 暖 可 能 出 现 问 题 ，工

作 人 员 会 主 动 联 系 用 户 上 门 解 决 ，让 供 暖

有 了“提 前 感 知 ”，提 高 管 网 维 护 的 效 率 和

精准度。

专家建议，在供暖季，居民在享受温暖的

同时，也需留意用暖安全。一方面，要正确使

用供暖设备，如不拿暖气水当生活用水，不擅

自拆改室内供暖设施，不扩大采暖面积或增

加散热设备，以免破坏供热系统。另一方面，

居民要掌握供暖知识，如了解室内暖气常见

故障及报修途径等。

“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 要 政 府 、供 暖 企 业 和 广 大 群 众 的 共 同 努

力。”刘鹏说，通过精准规划供暖设施、提升服

务质量等多方面举措，能够有效解决供暖中

存在的问题，“有关部门和供暖企业应持续关

注民生需求，积极探索更加科学、高效的供暖

方式，为群众创造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让寒

冷冬天充满温暖。”

                  （叶鹂参与采写）

暖气不热暖气不热    堵点在哪堵点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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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在本报“读者来信”版

2024 年 12 月 2 日刊登《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

——污水直排河道   垃圾倾倒河岸》的读者来信后，生态

环境部土壤生态环境司随即会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赴青

海省海东市湟水河沿线互助县哈拉直沟乡，以及循化撒

拉族自治县、化隆回族自治县黄河沿线村庄、河道进行了

“四不两直”调研，在此基础上会同地方联合调研，指导当

地对部分问题立行立改，对涉及群众生活的问题，因地制

宜有序推进解决。

据生态环境部土壤生态环境司有关负责人介绍，通

过实地走访调查，哈拉直沟河沿岸多数村庄位于“两山夹

一沟”的沟谷地带，村庄污水垃圾容易向低处河沟流动。

部分沿河沟农村生活污水还未得到有效治理，对外直排，

垃圾清理收集上也存在盲点。

针对报道指出存在问题的区域，青海省、市、县生态

环境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督促互助县、乡政府及时组

织党员干部群众、护林员、乡村保洁员对公路沿线、村庄

周边、河道水域等范围内的生活垃圾、建筑废弃物、沟渠

污水等进行了全面排查和集中整治，对部分村落散落堆

放在偏僻、沟壑等区域的生活和建筑垃圾进行了清理。

同时，举一反三，优化调整了互助县哈拉直沟乡沿河 13
个村庄的垃圾箱投放位置和数量，设置禁止乱丢垃圾警

示牌，对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转运处理等环节进行了细

化完善。

生态环境部土壤生态环境司有关负责人还表示，海

东市年蒸发量高达 1600 多毫米，降雨量不足 400 毫米，存

在空间性缺水和季节性缺水情况。当地不少村庄有需求

且具备农村生活污水就地资源化利用的空间，可因地制

宜进一步做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该负责人提醒，要坚

决防止直接封堵村民生活污水排口的“蛮干式”整改，不

能造成村民污水无处可排的扰民情况。

下一步，海东市将开展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试

点，探索可持续治理路径；持续开展“守护母亲河推进大

治理”行动，对农村人居环境中生活垃圾、建筑废弃物等

问题进行常态化整治。

生态环境部——

指导青海海东市

解决河流污染问题
本报记者   赵   兵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北京路和凤凰街路交叉处，有

一处等待交通信号灯的黄色地面待行区，待行区上面有一个

小小水泥台，应该是作为“安全岛”使用（见下图）。但是，该水

泥台高出地面 10 多厘米，与地面的颜色相近，在夜晚或者冬

日早上光线昏暗的时候，骑自行车或电动车的人很难分辨，且

该路口人流量车流量很大，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

门关注并处理该问题。

                            宁夏银川市   祝女士

宁夏银川市——

路面水泥台存在安全隐患

当前农村饮用水基础设施建设逐渐完善，农民大都喝上

了放心水，但在后续设施管理维护中，出现一些问题。因产权

不明、维修不及时、管理不到位，饮水安全工程出现建管脱节、

设备长期闲置、输水管网损坏等不利于饮水安全的现象。同

时，由于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范围广且分散，日常管理人员多为

临时聘用的村民，净化消毒处理不够规范，难以保障饮水质

量。还有部分饮水安全工程处于半管理或无人管理的状态。

因此，建议建立饮用水安全风险评估及预警机制，健全农

村饮水安全监督检测网络，实行饮水风险评估和安全预警。

大力推进城乡供水管网延伸工程，优先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

题，逐步减少自建供水，对条件不足区域，县级政府应统筹跨

区域集中供水。积极推行农村供水政府购买服务，委托第三

方企业或建设方提供工程建设、运维管理等专业服务，提高监

督管理效率。

                            贵州铜仁市   邹志勇

加强农村饮用水安全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