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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加装防坠网
长沙正在研究一系列“防坠”方案，

避免坠井悲剧再次发生。今年 !月底，
长沙芙蓉区市政公司着手在留泥井、泄
水井上安装防坠网。首批安装的防坠网
为尼龙质地，可承载 "##公斤，首批
$##套将率先安装在芙蓉区的主次干
道和容易积水的路段。若芙蓉区尼龙防
坠网确有效果，将在长沙全市推广。
相关人士表示，安装防坠网从技术

角度没有问题，为了安全也有必要，但
必须要考虑材料、成本和后续维护三个
因素。防坠网一般用于雨水井中，其“前
世”是防垃圾网，防坠网使用的都是尼
龙材质，不会被贼“惦记”。其成本不高，
承载力倒是很可观。但唯一的缺点就是
易老化，时间一长承载力会下降，还易
堆积垃圾，因此后续维护必须要投入大
量人力和物力。

合肥：实行“井长制”
%月 &日，合肥丁岗社区的居民、

志愿者和物业人员对辖区窨井盖集中
“体检”，并发起窨井盖认领活动，实行
“井长制”。
“井长”的日常义务有：发现窨井盖

破损、丢失，及时向街、居两级物业办汇
报；遇到破坏、盗窃窨井盖的不法行为，
要及时制止，并向有关部门反映；配合
街、居做好窨井盖安全检查工作。目前，
社区已确定首批“井长”!#多名，每人
认领 !至 $个井盖。

成都：首创“井盖办”
&#'&年 "月，成都在全国首创“井盖办”，

牵头通信、建设、水务等多个窨井权属单位，开
展井盖病害治理工作，全面排查主城区 (#万个
井盖。截至去年底，“井盖办”累计检查治理
&)()&个病害井盖。此外，成都井盖采用新型
“三防”井盖，防盗、防沉降、防响动，还可以安装
电子芯片，实施 *+,定位和追踪。

&-.-年起，成都陆续为 !)--个市管窨井
安装高分子材料的内盖。通过在窨井内壁打洞
并安装 !个卡子，将圆形内盖旋转卡入窨井，最
后再将铁制井盖盖上。
防坠内盖的成本比防坠网高一倍，如果普

遍使用，费用较高。还有不少人质疑，一旦遇到
暴雨，连沉重的铁质井盖都能被冲走，再加一层
内盖，就能抵挡住冲力吗？

沈阳：推广“应急盖”
&-.&年，沈阳率先启动“应急井盖”，一旦

发现市政道路井盖缺损，须在 !-分钟内安放
“应急盖”。“应急井盖”为橘红色，由熟铁制成，
外形为“蘑菇状”，外径 ./.米至 ./&米，内径按
目前井盖的最小内径 #/$米制作，以保证井盖
与地面接触严密，遭遇外力时不会挪移或外翻。
今年，沈阳城建局在各城区成立监管中心，

并下发通知，要求每个监管中心至少拥有 &#个
应急井盖。
沈阳供电公司近日还发明了一种窨井盖报

警装置，一旦损坏或丢失，盖口就会自动弹起一
个半米高的警示标志，提示绕行。目前，沈阳已
在主要街道安装了 $##个窨井盖报警装置。

武汉：为井盖投保
今年，武汉电信公司对其所属的 ."万余个

公共窨井盖投保。一旦有人因窨井盖缺失、破损
而受伤，最高可获 .##万元赔偿。

武汉城管局表示，武汉现有窨井盖 .&%万
个，分属 .(个权属单位，现正推广“一盖一证”，
年内所有窨井盖都将有一张“身份证”，一旦缺
失、破损，相关人员接到反映后，将在 .小时内
到达现场，确定权属单位并明确警示标志。

见习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徐轶汝

一问 井盖“主人”在哪？
一般来说，通过辨认井盖上的“图章”，

就能找到井盖的“主人”。但是，井盖涉及的
主管部门多达十余家。普陀区“.&!%$”专线
的负责人介绍说，水、电、燃气的井盖上，都
标有“上水”“电力”等字样，比较容易辨认。
市政井盖，即污水井或雨水井，即便井盖缺
失了也较易辨认。小区里的一般是物业井，
应由物业、街道或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维修，
红绿信号灯井属于公安部门管理范围。
通讯井相对更复杂，包含移动、联通、电

信、有线电视等多家单位，市民很难认定。!

月 &"日晚，普陀专线接到市级平台的转派
工单，反映在富平路真华路路口西北角的绿
化带中缺了一个井盖。工作人员到场一看，
确实如此。用手电筒仔细查照，根据井里的
“内容”和位置，首先排除了市政井和物业
井，再根据井盖的尺寸和形状，判断应该不
是供水井，所以，通讯井的可能性最大。绿化
带里的另一个窨井属于电信部门，工作人员
致电上海电信，果然对了。当晚 .&时许，缺
失的井盖被补上了。

“管线单位能否在井口内壁用发光的
涂料再留个记号，这样就算盖子没了，市政
部门也能及时找到主管部门。”这位负责人
建议。

二问 能否及时处置？
“有主”井盖由“主人”负责修理，“无主”

井盖先靠市政托底。这是目前“.&!%$”市民

服务热线处理涉及井盖来电的基本方法。
“无主”井盖，就是无法在第一时间判明责任
方，因而要转派区县办理的。在过去一个月
里，这类工单有 ."$件，约占总数的 $)0。

市政部门除了要为井盖找“主人”，更
关键的是在 !-分钟内到达现场，并做好
基本防护。“护栏、警戒线，不管用什么，
总之先要围起来。”还有一个办法，就是
暂时先用市政井盖“以大盖小”。确定安
全隐患消除后，市政部门才能撤离，通知
管线单位接手处置。如果破损、缺失的井盖
位于人流量较高区域，这一来电事项会被
作为“急件”处理。
“井盖的尺寸、形状、材质都不统一，正

方形、长方形、圆形都有，有时候想用市政井
盖去堵，都堵不了。”市政部门的负责人表
示，“托底”的过程中常常觉得“力不从心”。
他建议，各个管线单位要统一井盖的标准，
固定使用某种材质，尽量都用圆形，但直径
可以变动。这样市政部门就能提前准备一些
备用井盖，有助于更快消除安全隐患，更有
效地处理井盖问题。
“一劳永逸”的办法是，管线单位每年支

付一定的费用，将井盖的管理职责完全移交
给市政部门，这样就能彻底避免“九龙治水”
的情况。

三问 为何总有“漏网”？
窨井盖破损或被盗后，如果本就“失

管”，势必会成为“盲区”。业内人士介绍，煤
气和电力的井盖材质为厚实的铸铁，且配有
防盗措施，虽然成本较高，但破损和被盗的

几率很低。相比之下，其他类型的井盖就没
那么“结实”，市政和通讯井盖多为钢筋水泥
混凝土，至多再加个铁框。现在一些小区的
物业井为了防盗，还会使用复合材料，如塑
胶等。这些井盖本身抗压能力就不强，如果
制作时偷工减料，再被超载的重型车辆碾过
两三回，结果可想而知。

普陀区“'&!%$”专线的负责人说，现在
出问题的多为物业井和废弃井。一些小区新
建、扩建后，围墙位置常发生变化，出现“退
界”现象。原本在小区内的物业井，退到了围
墙外，大部分“跑”到了人行道上，由于道路
拓宽，个别甚至现身车行道。这些小区外的
物业井往往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这位负
责人强调，人行道上的井盖，应由物业负责，
没有物业的，由街道或房地部门处理；而在
车行道上的物业井盖则由市政托底处理，
“物业人员缺少必要的专业防护措施，上路
维修太危险。”
管线单位排线时会向市政部门备案，但

如果管线被废弃，却无需报备，这就产生了
许多被“主人”遗弃的窨井。“废弃井以通讯
井为主，数量还不少。”处理一些浅表性的废
弃井，市政部门会铺上水泥直接“埋”掉，但
井道较深的，就难处理了。
本报 !月 &1日 2.#版《百米小路竟有

.$个“陷阱”》一文所曝光的情况，就属于施
工单位退线后产生的“盲区”。这条位于中江
路和大渡河路之间的百米小径原本在一家
工厂里，工厂搬迁后，施工方砌墙时“退界”，
把 .$个物业井都划到了围墙外，也就疏于
管理了。目前，长风新村街道、长风生态商务
区管委会和施工方已基本处置完毕。

今年3月，“12345”热线接到292件窨井盖缺失或破损来电工单

小小窨井盖为何变城市“黑洞”？

! ! ! !! 今年 !月 ""日晚!暴雨如注!长沙

涂家冲赤黄路一片汪洋!"#岁的女孩杨丽君

不慎坠入没有井盖的下水道!随即被急流卷

走" 长沙#夺命陷阱$并非个例!全国曾发生

多起行人坠井事故% 仅今年上海!马路&陷

阱$就已夺去两名男童的生命%

! !月 $日! 闵行区临苍路江川路路

口! 一名 !岁男童不慎坠入路旁只盖了一半

的窨井内!溺水身亡% "月 #"日!浦东新区曹

路镇民冬路! 一名男童在独自玩耍时跌入未

加盖的方形污水窨井身亡!同样只有 !岁%

! "%#"年 !月 #$日!在大连西岗区丰

登街与同仁街交界处! 一热力阀门井井盖因

有人偷采井内热水而被人为移动% "&岁的女

子王某经过时被井内冒出的蒸汽阻挡视线!

不慎坠入井中% 由于井内高温!她当场殒命%

! "%##年 $月 "!日! 北京突降暴雨!

在石景山区苹果园街道办事处附近!一辆汽

车因路面积水熄火% #'岁的杨铁贞和 "(岁

的满洪浩在帮忙推车时!坠入一无盖排水井

中!被水冲走身亡%石景山区政府回应!井盖

缺失非人为导致!而是被暴雨顶开%

! "%#% 年 ) 月 #( 日!"% 岁的女大学

生李淑芬从清远赴广州见男友!当晚暴雨导

致路面浸水严重!李淑芬经过天源路地铁站

附近时!不慎掉入井口被水淹没的下水道身

亡% 仅隔一周! 广州再次发生惨剧!)月 "#

日!#&岁的湖南籍少女曹某在回家途中!坠

入天河区翠湖山庄附近一无盖沙井内身亡%

见习记者 范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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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件！这是今年
3月，“12345”市民服
务热线接到的关于窨井
盖缺失或破损的来电工
单总数。

尽管相关单位修补
及时，但井盖的破损率
或缺失率依旧居高不
下。通过走访市民服务
热线的二级承办单位，
记者发现，井盖管理“九
龙治水”是主因，由此产
生废弃井、“退线”物业
井等监管盲区。业内人
士建议，可尝试由管线
单位每年付费，将井盖
的管理职责全部移交给
市政部门。

本报记者 徐轶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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