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合肥燃气集团召开行风监
督员座谈会，开门纳谏，广泛征询燃气
服务意见和建议。用户的需求就是服
务的导向。

提升用户服务永远在路上。多年
来，作为公用服务企业，合肥燃气集团
以“服务民生”为己任，始终致力于以
用户满意为主，不断创新服务方式，实
行一线通、一站式、一厅办、一网联、一
波牵的“五个一”服务模式，积极探索
差异化服务及增值服务。

2015年，合肥燃气集团将以蓝焰
热线升级改造和“云呼叫”系统运行为
契机，进一步提升热线一线通的作
用。持续开展“徐辉假日服务小分
队”、“吴雄飞爱心班”等特色主题服务
活动。持续推进“安全文明进社区”、
“安全宣传大课堂”等形式多样的公益
服务活动，努力提升效能“顺气”于民、
传递爱心践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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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服务模式 提升服务效能

为了前置服务关口、提升服务效能，从

2010年开始，合肥燃气集团积极开展了“服

务进社区、服务进企业、服务进机关”的“三

进”服务活动。

目前，共进入光明社区、红旗社区等小区

826个，其中固定联系人进行结对共建的小

区为8个；共进入京东方、江淮汽车等企业

258家；共进入省委办公厅、市人大等机关单

位5家。

2013年至今，又进一步延伸服务触角，

选取用户较为集中的典型群体，积极开展了

“服务进学校、服务进菜场、服务进物业”活

动，为用户提供更加贴心周到的燃气服务，得

到了广大市民的肯定和好评。燃气集团连续

多年在全市行风评议公共服务类单位测评中

名列前茅，并多次被评为合肥市政风行风评

议先进单位。

推进志愿服务 注重常年坚持

多年来，合肥燃气集团积极推进和常年

开展各项志愿服务活动，主动把温暖传递到

庐州大地。

以全国道德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徐辉为

“领头雁”的假日服务小分队，常年坚持为用

户开展志愿义务服务。10多年来，已累计开

展志愿服务 1616 次，参加人员达 11731 人

次，此举赢得了广大用户的欢迎和社会各界

的赞誉。

2013年3月，为了传承徐辉精神，燃气集

团又以燃气青年职工为骨干力量，重点在小分

队志愿服务的基础上，增加了以“关爱他人、关

爱社会、关爱自然”为内容，成立了以“中国好

人”吴雄飞为领头雁的“吴雄飞爱心班”。

自成立以来，爱心班成员不仅积极参加

定期开展的志愿服务活动，为数千名燃气用

户开展了安全检查、灶具维修、安全宣传等服

务，还主动与包括合肥“仁义奶奶”李佳鸾在

内的30多名孤老用户结对帮扶，并坚持开展

关爱留守儿童、爱绿护绿等“三关爱”公益活

动，积极投身文明合肥、志愿服务的生动实践。

升级服务平台 满足用户需求

蓝焰热线是合肥燃气集团24小时便民

服务热线，成立15年来，共受理用户来电276

万户次，解答咨询155万户次，处结率及回访

率达到100%、满意率达99.7%。

为了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燃气服务，

2014年9月，蓝焰热线正式扩容升级并投入

运行。热线接听坐席从原来的16个增加到

40个，同时上线了“云呼叫”平台，有效提高

了热线接通率，并增设热线回访岗位，全力做

好安检、抄表、维修等业务的回访工作，不断

提升燃气服务质量。

近期，在已有 12家服务网点以及全市

2100多家代收费网点的基础上，为解决地域

偏远、新发展小区的燃气缴费难题，燃气集团

又积极购置专用的“流动服务车”。届时，可

现场为用户办理缴费、充值、入户、过户、点火

等燃气业务，解决偏远小区用户的燃眉之急。蓝焰热线扩容升级

徐辉、吴雄飞主动上门服务孤老用户

以用户需求为服务导向

合肥燃气集团提升效能“顺气”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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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组团吃娃娃鱼”值得追问
□王文武

深圳警界多名官员酒楼吃娃娃鱼，被市民指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28人参与该饭局，不过，事

发后据称当事人自掏腰包买单。记者暗访后亮明

身份，遭赴宴官员殴打，并抢走相机、手机。目前，

14名民警已被停职调查。（今日本报14版）
官员吃娃娃鱼被群众举报，记者采访核实时

施暴。虽然事后警方称饭局是当事人“自掏腰

包”，但这并不能说明此事是一般的就餐事件，更

不能表明“官员吃娃娃鱼”不违反“八项规定”。

相反，该事件折射的涉腐疑点，更值得追问。

当晚饭局包间隐蔽且“戒备森严”，给人一种

“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饭局召集者是位退休警官，参与者除了退休官员，还有多名警界人士。一

场饭局缘何兴师动众，耐人寻味。这和中央反对的“小圈子”又有什么区别？饭后，参与人员“各自在酒

楼门口开始分鱼，每人均分得了一袋鱼”。记者遭殴打报警后，民警到达现场，反而把记者拉开，让载着

嫌疑人的车离去。民警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做出如此反常举动？又是谁下的指令？

一场前辈请吃晚辈的饭局本来正常，但倘若动机不纯，且疑点重重，就必须深入挖掘。希望

深圳专案组能尽快破案，还原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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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以牺牲环境换取一时的发展
□刘英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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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第二大肥胖国
快来算算你超重没？

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

肥胖国，肥胖人数仅次于美国。过

去 30 年里，4600 万成人“肥胖”，3

亿人“超重”！BMI 指数就能反映

全身性超重和肥胖，计算公式为：

体质指数(BMI)=体重(公斤)/身高

(米)的平方。最理想的BMI指数是

22，超过28即为肥胖！@央视

高铁超常盈利
不是什么好消息
□张永琪

近期，一则来自京沪高铁公司的

消息引起海内外关注：2014 年，京沪

高铁客票收入约 300 亿元，有望实现

利润约 12 亿元，原计划运营 5 年逐渐

达到盈亏平衡，结果 3 年就实现了盈

利。（1月26日《新京报》）
京沪高铁运营不到 3 年就实现盈

利，比计划提前至少 2 年，这与世界上

绝大多数高铁都在亏本运营的状况相

比，可谓一枝独秀。京沪高铁获利又

获名，可谓名利双收，成为最大赢家。

对此，高铁给出的理由是，这是高上座

率带来的高效益。但这种说法未免有

失偏颇，上座率高与效益高并非成正

比，或者说上座率高未必就会效益高。

由于高效益建立在高票价上，京

沪高铁运营3年即盈利，对乘客来说未

必就是好消息。这只能说明，京沪高

铁把盈利作为主要目的，盈利建立在

畸高票价上，从而获取了超额利润。

如果高铁票价合理，让利于民，上座率

高未必就会带来高效益，甚至5年逐渐

达到盈亏平衡的预期都难以实现。

高铁方面需调整思路，应把服务

方便民众、突出公益性作为发展方

向。发现超常盈利不能窃喜，而要寻

找问题，尽快将畸高的票价调低或降

下来，使高铁票价趋于合理，让大部分

乘客坐得起高铁，才符合其公益属性。

25日下午，上海市人代会上，市人大代表

爱新觉罗·德甄在发言时说，在合庆镇调研时，

勤奋村一位叫黄月琴的老妈妈请她“带话”，说

随着发展经济等原因，如今合庆镇的环境已经

不宜居了，她的儿孙都不愿住在家乡了。上海

市委书记韩正当即回应：“我们决不能以牺牲

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牺牲环境，就是牺牲了长

远利益、牺牲了百姓利益，实际上也是输掉了

眼前利益。”（1月26日《新民晚报》）
GDP 也分好坏，不能要黑色 GDP。韩正

之所以回应合庆镇黄妈妈“决不能牺牲环境

换发展”，一是这件事很有代表性，一个负责

任的政府就该努力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

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

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

生产力的理念，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

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二是凸显出地方政府发

展理念、发展思路的嬗变，重生态环境保护而

淡化GDP指标是大势所趋；三是环保成为后

GDP 时代官员政绩考核的“一道坎”，削减

PM2.5、臭氧等主要污染物含量，以及保护流

域水资源与土壤被纳入干部考核指标，地方

政府被迫着眼长远，不要污染了的“发展”。

生态环境保护事关人民福祉，1月1日新

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实施，“史上最严环保法”

的重拳将砸向污染企业。“决不能以牺牲环境

为代价来发展”，首先需要各级政府、相关部门

和所有企业必须适应新《环境保护法》“新常

态”，不能再走“先上车后买票、先污染后治理”

的老路。对构成污染环境犯罪的，一律移交司

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次，还要有一

个政绩观和干部的考核观。看待一个干部、看

待一个领导的政绩，应该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

意为最高标准，而不是以高楼大厦和项目作为

最高标准。即，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

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

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

价体系，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

向和约束。同时，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那些

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决策

者，必须追究其终身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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