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报讯 （特约
通讯员 龙钢 记者
袁玮）近日，沪上气
温居高不下。许多职
工对多年不变的高
温费发放标准提出
了看法：今年天气如
此之热，但每月 !""

元高温费的发放标
准却始终没变，他们
呼吁国家有关部门
应根据实际情况，适
当灵活地调整高温
费发放标准。

每年 # 月至 $

月，国家规定每月向
上班工作者发放
!""元高温费。在劳
动监察部门工作的
崔天明昨天告诉记
者，他自工作起就有
高温费津贴，但多年
来一直没变，当年
!"" 元可以买许多
防暑降温用品，如今
物价指数高企，同样
的高温津贴已买不
到多少东西了。

不少劳动者建
议，在目前还没有调
整的情况下，有关部门是否可以根
据天气状况，特别是高温天气数，
对上班工作者采取灵活多样的发
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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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夏令热线”成功与否？群众满
意不满意是最主要标准。新民晚报
“夏令热线”主动引入第三方测评
机构———上海市质协用户评价中
心和向社会公开聘请市民监督
员，“双管齐下”对参与热线活动
的各个行业进行“公众满意度”测
评工作，通过客观、公正的测评方
式，了解市民对各相关方在处理市
民诉求方面的满意情况。来自群众
的监督，成为政府职能部门改进工
作作风、提高工作效能的动力和催
化剂。

接投诉———
变被动为主动

“投诉处置如何？”是社会监督
的主体。市民和读者投诉反映的问
题一经报道，相关职能部门往往感

到“坐不住”，由发现问题转为如何
解决问题。开通至今，大多数市民
群众的诉求，能得到及时处置和合
理解决，九大参与部门和相关区县
在社会测评中“顺利过关”。

%月 &#日，“夏令热线”特别报
道刊发了《'""个摊位挤占 (""多
米马路》的报道，黄浦区的领导并没
有消极对待，而是将市民的监督和
媒体的曝光视作促进工作作风改进
的动力。第二天，相关街道、市容、城
管部门便协商联手，对整条马路实
施合力整治，使得马路环境大为改
善，赢得了附近居民的赞许。

绷紧弦———
压力也是好事
炎炎酷暑中，城市管理的各种

薄弱环节最易暴露，市民群众的投
诉反映也最为集中。一位在一线的
街道干部告诉记者，“夏令热线”期
间，大家都会有一种“吓势势”的感
觉，“这看似是一种压力，其实也是
一件好事，可以让我们每个工作人
员都能绷紧弦，在高温天为居民提

供更好的服务。”
定海路 !)* 号的居民吕女士

来电，反映小区只有几个垃圾桶，
生活垃圾、蔬果垃圾、粪便尿布等
都倒在一起，每天散发的恶臭实在
难以忍受。杨浦区定海路街道的市
容管理部门闻风而动，当即与来电
市民吕女士取得联系，派员赶往现
场清掉了扰民的垃圾堆，并用高压
水枪对地面的污水与残留物进行
了冲洗，还居民一个干净、整洁的
居住环境。

江苏路昭化路一处建筑工地
露天进行电焊作业，且扬尘严重，
影响了周边居民夏日正常生活。
“夏令热线”报道后，引起了长宁区
建交委的高度重视，立即派员上门
督促施工单位整改，并且全过程跟
踪。第二天，施工单位便在工地围
挡上面张挂了不透尘布以遮挡电
焊弧光，在减少露天电焊影响的同
时，也降低了扬尘对居民的影响。
“夏令热线”开通以来，虽然相

关部门快速响应市民群众的诉求，
但诸如违法搭建、乱设摊、夜排档、

噪声扰民等涉及多部门、跨区域的
城市“顽症”依旧没能得到很好的
治理。市民监督员何筱芳认为，这
就要求我们政府部门站在百姓的
立场上，跨前一步“有所担当”。

说感慨———
化解群众怨气

“要在市民群众的监督中和为
百姓服务过程中实现工作作风的
转变。”这是参与今年“夏令热线”
职能部门的共识，并且把满意率作
为重要的工作考核指标。“群众不
满意，说明我们工作有不足，需要
我们去努力改进，”市交港局局长
孙建平说得很坦率，“政府工作没
有做好，这么热的天，被老百姓骂
几句，也是应该的。”市水务局局
长顾金山也感慨地说，其实市民
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有些诉求即
使一时无法彻底解决，但要把我们
工作的不足、难以解决的原委与老
百姓讲清讲透，这样大家的“困惑
才能消除、情绪才能理顺、怨气才
能化解”。

“夏令热线”市民监督与第三方测评，
令政府职能部门再也“坐不住”———

民生事 群众满意不满意
建机制 监督促作风转变
本报记者 鞠敏 张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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