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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压试水，该提前就提前

龙门 站e
“国庆节朋友圈摄影大赛”
你参加了吗？

■微论撷英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问题就摆在那里，如果不提前检查、发现并解决问题，等到
寒冬来临，暖气不能顺利入户，居民就要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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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太太累了。
——今年85岁高龄的屠呦呦仍

然兢兢业业地接受着来访者的祝贺
和问候，而在一旁的屠老的丈夫
李廷钊很心疼

我觉得这样不行，可能他们
也是第一次来上海旅游，不了解
情况。我手边正好有两张餐巾
纸，就弯腰把地上的瓜子壳收集
起来。

——10月4日，在上海地铁
8号线列车内，一名女青年坐在

座位上嗑瓜子，瓜子壳扔了一地，退
休的王阿姨用纸巾一一捡起来

整个冬季，对市民来说，最重要的事儿莫
过于暖气。今年有没有暖气？今年的暖气热
不热？近几年，晚报开通了问暖热线，往往还
没到采暖季，66778866就先“热”起来了。

记得去年的问暖热线曾经做过一期
《新区“热”问题之最》，其中，泉舜·锦泉
苑小区问题最集中，都问：小区何时能供
热？昨天的晚报报道——新区今冬新增
19个供热小区，包括泉舜·锦泉苑。

这绝对是个好消息。不过，在一部分
人开心之际，更多的人则应注意，热力公
司能够送热，并不代表咱家的暖气就一定
能热起来。要想今冬用暖无忧，还得保证
中间的各个环节都不出差错才行。

在昨天的报道中，新区热力分公司有
关负责人建议各小区物业部门——从现
在起着手清洗、保养小区热交换站的供热
设备，检修小区内部供热管网及阀门等。

用得着这么早着手吗？该负责人表
示，根据以往的检修经验，一些热交换设
备经过一个供热季后会积存不少水垢，
影响供热效率，造成部分居民家中暖气
不热。此外，小区内部供热管网经过夏
季雨水浸泡，阀门等设备很容易生锈，也
需要提前着手检修。

瞧，有经验的人心里很清楚，问题就摆在

那里，如果不提前检查、发现并解决问题，等
到寒冬来临，暖气不能顺利入户，居民就要受
苦。然而，一些小区到供暖前最后一星期才
开始打压试水，真出了毛病，来得及修吗？

查阅晚报，去年11月8日，涧西区兴
隆花园小区打压试水后，发现管网严重失
压，但一直未查到漏点。15日，暖气如约
而至，该小区管网系统依然失压严重，机
组被迫停运。该小区南院居民发现，15日
凌晨睡觉前暖气刚刚热起来，一觉醒来，
暖气片又冰冰凉了。物业公司也不容易，
找了工人昼夜抢修，修了一个星期，21日
才送上暖，却又发现新的漏点……

这并不是仅存在于某个小区的个例，
新增的供暖小区，啥都是新的，问题自然
少，可那些用了多年暖气的老小区，因为
管网老化，问题难免不请自来，而且，一来
就是接二连三的，不让人省心。对这些暗
藏问题的小区，就应该一切尽早入手——
早点儿打压试水，早点儿检查管网，早点
儿发现问题，给解决问题留有足够的时
间，而不是拖到15日还没准备好，生生地
将居民的用暖时间“扣掉”。

距离今冬供暖还有 5 个星期，从现
在起，请物业自觉，请业主监督，早点儿
把暖气入户的路铺好。

随着长假结束，“国庆节朋友
圈摄影大赛”正式落下帷幕。对
于此项“赛事”，众网友议论纷纷。

由于设备差距，@喊我黄三金
自觉“肯定拿不到啥好名次”：人家
拍照都用“长枪短炮”，手机都拿不
出手。@千山寒面对的是取景问
题：跟外国风景比起来，照个雾霾
笼罩、人山人海什么的真没劲。

较之风景照，秀恩爱的照片
给@洛阳好备T的冲击最大：没钱
旅游已经够痛苦了，偏偏还要看
别人的一脸甜蜜幸福，单身如我
怎么活！@一页西国感同身受：
自从看了“国庆节朋友圈摄影大
赛”，才发现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
活水平都在“低标准”之下……
@K-Scofield直呼“原来土豪就在
身边”：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也有人对“大赛”提出质疑。
@等待云彩的石头发言：自己过
得好不就行了，到底是秀给谁看
呢？@野风咚咚锵则将其喻为

“形象广告”：有的人偶尔陪一次
父母，就猛晒“孝顺照”。微信朋
友圈对他们来说，就是为了给自

己打造个好形象。@黎明晓光却
不以为然：别动不动就贴啥“爱慕
虚荣”的标签，无非就是赶个时
髦、玩一玩而已。

换个角度看，@陆秀红1认为
朋友圈“晒照”成风未必不是件好
事：长期因工作压抑着，看到朋友
拍的美景，才下决心也出去走
走，尤其是看到老家的照片，别有
一番滋味。@猫的嫁衣感慨：足
不出户就能遍赏祖国大好河山，
可谓增加人生阅历的新方法。@
西苑的树则“把微信当日记”：每
年做一本微信书，这样记录人生
也挺好。

“在智能手机普及的今天，随
手拍照上传网络已成很多人的习
惯。既向好友告知了自己的行踪，
又让大家免费看了风景，这是移动
互联网时代带给人们的独特享
受。”@鸿雁滑翔如是说。@樱桃
初心接过话茬儿：时代进步了，传
统社交方式也被网络取代，大家应
该学会逐渐适应。@张栩翔最后
打趣：“晒”是好事，说不定还能

“晒”出点儿贪污腐败。（杨文静）

□@西苑的树（微博用户）

每天下班回家，我都要经过滨河
北路南昌路至丽新路段，这条路机非
混行，人行道很窄，并设有标志——
全段禁停。

就在这段路的北侧，有几家大饭
店，几乎天天有婚宴之类的活动。饭店
门口停车位有限，很多人就把车停在马
路边，甚至一辆挨一辆斜插在人行道
上。步行的人无处可走，只好走到马路
上，汽车快速擦身而过，十分危险。

这段路并不长，路边设有好几个
禁停标志牌，就连禁停牌下面也总是
停着汽车，颇有讽刺意味。长期如
此，禁停是光禁不止，人行道也走不
成，能否想想别的办法？比如在道路
一侧设置收费停车位，至少把人行道
腾出来，保障行人的安全。

此外，前几天我经过这段路时，
还见某饭店门口的马路上摆着一溜
儿礼花、鞭炮，过往行人、车辆纷纷躲
着走。饭店的经营不该影响道路通
行，在马路上放炮更不合适吧？！

光禁不止怎么办？

2015 年男篮亚锦赛已落下帷幕多
日，中国男篮一路过关斩将，时隔4年再
夺亚洲冠军。在本届亚锦赛上，中国男
篮 19 岁球员周琦的出色表现给广大球
迷留下了深刻印象。经《洛阳晚报》记者
核实，这名成为中国男篮新领军人物之
一的小将，祖籍正是洛阳偃师。

关于周琦的祖籍争论，这两天在网
上进行得十分火热。事实胜于雄辩，“大
魔王”的确是从洛阳偃师走出去的。对
于偃师市邙岭镇周山村的村民而言，周
琦是他们的骄傲。而在得知这一消息的
洛阳人心里，自然也会有几分惊喜——
毕竟还是沾了光嘛。

说起沾光，准确的解释应该是名人
效应，即名人的出现所带来的引人注意、
强化事物、扩大影响的效应。随着社会
经济的发展，名人效应所带来的益处也
越来越多。近年来，一些城市大搞“名人
经济”，恐怕也是看中了这一点。

然而，名人效应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并
不简单。作为城市文化范畴内的一环，名
人效应也要依托于文化底蕴。各地的名
人故里多如牛毛，但真正能让人记住、得
到认可的屈指可数，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与
之相称的文化底蕴。缺乏文化底蕴的支
撑，说服力不免大打折扣，即便名人的名
气再大，名人效应也难发挥出来。

同样的道理，在“大魔王”身上也有

所体现。祖籍在洛阳偃师，5岁随父母到
新乡，在辽宁上篮球学校，现效力于CBA
新疆队，四地网友均以不同论据坚称“周
琦是我们的”。若仅从个人经历看，各方
说法都成立，但就篮球文化底蕴而言，竞
争实力显然有高低之分：辽宁与新疆不必
多说，两地球队都是CBA赛事中的劲旅；
新乡的篮球氛围也很浓厚，每年一次的夏
季周末联赛有数百支球队参加，球迷自发
组织的业余球队经常参加国内外比赛；说
到洛阳的篮球事业，或许最让人津津乐道
的就是曾经火热的厂矿篮球。

当然，诸如篮球文化的城市“软实力”
也离不开相关配套“硬件”。以我省的“篮
球城”焦作为例，全市各类篮球训练场共
计2600多个，400多个行政村都有标准篮
球场地；常年进行篮球运动的队伍近千
支，其中农民篮球队逾700支。相比之下，
洛阳在此方面落后不少。从晚报曾多次
关注的篮球场地不开放等事例来看，洛阳
的篮球文化还面临着许多沟沟坎坎。

不过话说回来，无论是去年在洛开战
的2014斯坦科维奇杯洲际篮球锦标赛，还
是被证实了祖籍洛阳偃师的“大魔王”周
琦，都在一定程度上再次激发了古都的篮
球热情。至于如何更好地将名气转化为
篮球文化发展的契机，将一时热情演变成
推动群众性体育运动发展的动力，则更
需要惊喜与自豪之后的冷静思考。

需要的不仅是“大魔王”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缺乏文化底蕴的支撑，说服力不免大打折扣，
即便名人的名气再大，名人效应也难发挥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