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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矩与谋划
这几天，晚报连续关注涧西区黔川路的

热力项目——道路挖开 9 个多月，迟迟不见
人施工。如今，施工方和监管部门正忙着“打
嘴仗”。最新消息是，涧西区城建局已向高新
热力公司下达恢复道路原貌“最后时限”的通
知，热力公司则准备恢复施工。

事情看来闹得更僵了。黔川路附近居民
可能还要继续忍受交通拥堵、安全存隐患的日
子，今年高新区新增的50万平方米热用户也可
能无法实现供热。

黔川路的热力项目在先后经过动工前
审批、写入整体规划、市发改委论证通过，最
终还是被要求限时回填。问题是，市住建委
供热管理科既然是热力项目的监管部门，那
么该项目动工前的审批究竟是怎么通过的？
如果管线管径不符合要求，前期工作是怎么
做的？市发改委向市政府相关部门递交了论
证报告，供热管理科为何不知晓？此外，在项
目仍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涧西区城乡建设局
下达的通知到底结合了哪些“辖区实际”呢？

可见，在黔川路的热力项目成今日之僵局的
过程中，确实有一些看不透、说不清的环节。

无独有偶。前些天，晚报还报道了嵩县
纸坊镇朱王岭村新建的“民生桥”遭砂石场

“拦路”一事。由于附近有砂石场挖沙，该村
原有跨伊河的老桥成了危桥，新建的“民生
桥”工程却因与砂石场的协调问题停工至今。

嵩县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砂石场所
有手续都合法，然而，村民反映，朱王岭村的
老桥之所以变为危桥，是因为砂石场不停地
挖沙导致河床降低，桥开始倾斜。那么问题
来了，一方面，在砂石场的招标过程中，有没有
考虑过对老桥的影响呢？既然招标要求有行
家参与，砂石场可能对周边环境产生的影响
本不该如此“后知后觉”。另一方面，既然朱
王岭村的交通问题早已存在，老桥、新桥、砂
石场之间的关系和可能出现的问题，相关部
门有没有预判？

无论是黔川路热力项目长期停工,还是朱
王岭村的“民生桥”遇阻，其中暴露的不仅是简
单的沟通不畅，或是技术工作的纰漏，归根结
底还是规划的问题，是工作提前量的问题。

按照字面理解，规划是规矩和谋划：规
矩，应该是完备、合理的流程和制度；谋划，应
该是具有一定的全局性、前瞻性的计划。然
而，现实是不少规划远达不到如此标准，要么
违规进行，要么只看当下。

当然，矛盾闹得再大，也总有平息的一
天。问题在于，时间耽误了、资源浪费了、老
百姓受苦了，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承担？也许，
对于稳坐办公室，能够以一纸文件影响上千、
上万人生活状况的人来说，必须头上悬着一
把剑或者身后再多几双眼盯着，才能把这个

“规划”做好。

莫让地砖成为“绊脚石”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问题在于，时间耽误了、资源浪费了、老百姓受苦
了，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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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许对外说（微博用户）

最近，我路过牡丹广场时，
见广场北侧很多地砖破损，有
的甚至被直接挖掉，地面凹凸
不平。很多市民常到牡丹广场
休闲、娱乐，这些破损的地砖与
环境格格不入。

这种现象并非个例，市区

很多道路存在类似情况，却往
往无人问津。我觉得，最主要
的原因不在于能不能管的问
题，而是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
态度和责任意识不到位，“不告
不管”的思想依然存在。“千里
之堤，溃于蚁穴”的道理再明了
不过，不要等到小问题变成大
问题，才开始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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