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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我们身边的公共设施”系列报道 二之

2014 年 8 月中旬，我市首批
33家机关事业单位正式对外开放
公共资源：例如单位院内的卫生
间、停车位、健身场地等公共资
源在节假日期间对广大市民全部
开放。同年11月底，我市又有21
家机关事业单位公共资源对外开
放。

“公共资源对外免费开放，
有利于城市公共设施资源最大化
利用，单位的健身房、停车位既
可以缓解城市交通压力，又给市
民提供了诸多方便。”市公共资
源共享管理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

记者在辽河路新丹尼斯商圈
周边走访发现，很多单位的车位
都停满了私家车。“以前丹尼斯
地下停车场一到周末就得排长
队，现在附近的市园林局等几个
单位的停车位对外开放后，这里
的交通压力明显减轻了。”在嵩
山路与辽河路交叉口执勤的一位
交警告诉记者，机关事业单位公
共资源对外开放后，丹尼斯门前
的辽河路周末私家车“长龙”消
失了，这段路的交通明显顺畅多
了。

广大市民对政府这个惠民举
措十分受用。“以前有急事停车
很不方便，一不小心就被贴违章
记录了。现在机关事业单位的门
卫态度挺好，私家车在节假日可
以停放了。”不少市民这样告诉
记者。

单位公共资源开放
备受欢迎

公共设施使用缘何冷热不均

□文/图本报记者 张晓甫

建设公共设施的初衷就是为市民提供便利，改
善市民生活质量。近日，记者对我市多种公共设施
的使用率进行走访调查时发现，有的公共设施被市
民经常使用，有的公共设施却无人问津。公共设施
使用缘何出现冷热不均的现象？怎样才能使公共设
施充分发挥效益，真正实现利民惠民？

郾城区嫩江路大河花园门前，
环卫工李大爷正在嫩江路上打扫卫
生。记者走上前去，和李大爷聊了
起来。“你是记者，帮俺看看这个公
益自行车咋使用哩？”李大爷家住郾
城区孟庙镇五里庙村。他每天早上
5 点就要骑着三轮车、带着工具，
来嫩江路一路段扫地。“有时候早饭
都顾不上吃。三轮车骑着很不方
便，里面带的东西太多了，我想把
三轮车存放在路口的一个门面房
里。”李大爷说，他每天骑辆公益自
行车上下班更方便。

记者看到，在该小区门前一字排
开的十几辆公益自行车都是锃亮的，
看起来经常使用。李大爷告诉记者，
他每天在这里扫地时，看见好多小区
居民都骑公益自行车上下班。

随后，在黄山路市行政服务大
厅附近，记者看到市民王先生正在
用抹布擦拭一辆公益自行车上的灰
尘。“公益自行车骑着很方便，但有
的地方使用的人多，有的地方使得
少。比如这个站点的自行车，就很

少有人使用。”王先生说。
据介绍，近段时期我市又新增

加30个站点600辆公益自行车。截
至目前，全市共建设公益自行车站
点 60 个 （其中 2014 年建设 30 个，
2015 年建设 30 个），投放轴传动式
自行车1350辆，由14名客服人员通
过高度集成的数字化监控管理系
统，对所有站点进行监控和调度。

“客服每天都会接到很多热线电
话，一部分是咨询如何办理借车卡和
询问办理地点的，还有一部分市民呼
吁多增加一些公益自行车站点，也有
市民建议给公益自行车建个车棚。”
市民政福彩公益自行车管理中心主管
周锋说，建车棚涉及的问题比较多，
要考虑到是否影响美观、是否存在安
全问题，以及城市建设规划问题等，
并且牵扯到很多部门。目前预计会进
行三期站点投放，但是还是要进行综
合考虑。在进一步实地考察的基础
上，会推出更多网点和办卡点，力争
做到合理设置、均匀分布，方便更多
市民骑行。

公益自行车使用率高低不一

正在太行山路一个街头游园健
身的刘女士告诉记者，她带着孩子
在使用健身器材的时候，发现个别
市民健身前经常先往手心里先吐一
口唾液。“这些健身器材的把手天天
裸露在外，缺乏定期清洗和消毒，
每天健身的人那么多，卫生状况确
实有点让人担忧。”刘女士说。

记者调查发现，很多健身器材
存在老化、破损等现象，经如锈蚀
严重、缺胳膊少腿，比如座椅掉了
链子、扶手没了表层、钉子凸出
等，不同程度地存在安全隐患。还
有很多铁制器材掉漆严重，被腐蚀

的痕迹也很明显。
“那个健身器材的座椅大家都不

敢坐，后面的横栏掉了。”在黄河广
场上一个健身点，一位正在健身的
市民指着其中一个秋千座椅说。

当记者问起这些器材是否有人维
修时，市民王先生表示，不知道这些
器材属于哪个部门管理，也很少见人
前来做定期的维护保养。“这些设施
上没有留下相关部门的联系方式，市
民没法直接向有关部门及时反映，只
能等到有关部门发现了才能得到维
修。”一位女士表示，这样只能导致
这些公共设施愈加冷清。

健身器材“带病上岗”导致愈加冷清

我市一家机关单位公布的公共资源开放信息。

一个城市游园里，市民正在健身。

大河花园门前的公益自行车停放点。

有效对接市民需求才能更好发挥作用

嫩江路上一个健身点，很少有人来健身。

太行山路与纬一路交叉口东北
角一个街头游园里，铺着木地板，
休闲长廊里一群老人和小孩正在享
受着树阴的清爽。

记者看到，这里环境幽静，尤
其是一个几十米长的休闲长廊里，
聚集了几十名老人孩子。他们有的
在玩耍，有的在下棋，玩得不亦乐
乎。“这个长廊我们午后经常来。”
家住宏昌家园一期的市民王秀梅告
诉记者，这里原来不是这个样子，
原先游园里的公共设施常年布满灰
尘，石鹿、石羊等雕塑还被人为地
损坏。虽然附近有宏昌家园、波普
墅家、罗马假日等小区的几万居
民，但大家对原来破旧的游园都不
感兴趣。

在有关部门对该游园进行了全
方位的提升改造后，这里变成了欢
乐的海洋。“这个游园改造后更加
亲民了。”王秀梅等人指着休闲长
廊上爬满的绿藤说，即便在高温天
里，这里仍是纳凉的好地方。

相对这个游园，记者在井冈山
路北段德国小镇附近的一个游园却
看到另一番景象：路西的小路上每
隔几米便摆放着一些长椅，绿化灌
木、草坪散发着绿意。“这里缺少
高大的绿化树，一到夏天，这里的
长 椅 上 就 不 能 坐 人 ， 白 白 浪 费
了。”家住天鹅湖小区的市民张积
累告诉记者，希望政府在设置公共
游园时，充分考虑人性化、实用性
等因素，让街头游园变得更热闹。

街头游园人气冷旺明显

记者走访调查发现，公共设
施使用冷热不均的原因大致有以
下三个方面：首先，投放公共设
施前综合考量尚欠科学。有的地
方小区多居民多，投放的游园、
健身器材等却相对较少，有的只
有一两个小区，却有不少公共设
施，导致资源重复浪费。其次，
缺乏人性化考虑，实用性不强。
比如前几年我市设置的自行车停
车锁，现在已经很少有人问津。
再者，缺乏有效的“管用”沟通
机制。市民发现公共设施破损不
能用时，无法第一时间与相关部
门联系维修，导致破损的公共设
施常年搁置；同时如果市民发现
有破坏公共设施的行为时，也不
知道该向哪个部门进行电话举
报。

该如何让公共设施在使用上
更接地气？“公共设施资源使用
率最大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有效
对接百姓需求才能更好发挥作
用。”市公共资源共享管理办公
室相关负责人建议，政府部门应
该科学规划布局并加强监管，社
会力量也要积极参与维护，两者
之间也应建立互动机制，这样才
能使公共设施的设置和使用回归
初心。

接地气才能不摆
“花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