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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火灾事故逐年增加

不论是“国际范儿”的北上广，还是西部乡间
小路上，都有电动自行车的身影。今天，电动自行
车已成为居民日常短途出行常用的交通工具。工业
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中国是全球电动自行车生
产及销售第一大国，目前电动自行车全社会保有量
约 2亿辆，年产量 3000多万辆。然而，电动自行车
的快速发展一直伴随着“管理难”“安全事故多”等
问题。

交通安全事故时有发生。今年春节前，北京居
民赵女士在下公共汽车时被逆行的电动自行车迎面
撞伤，事后交警的调查发现，这辆用于送桶装水的
电动自行车原本就超重，再加上逆行、超速，遇到
紧急情况很难刹住车或及时躲避。这类事故并不少
见，往往与超速、超重相关。据统计，2013 年至
2017年，全国共发生电动自行车肇事致人伤亡的道
路交通事故 5.62万起，造成死亡 8431人、受伤 6.35
万人、直接财产损失 1.11亿元；事故起数呈逐年上
升趋势，年均上升8.6%。

火灾频发且呈逐年增长趋势。应急管理部数据
显示，2013年至2017年，全国共接报由电动自行车
引发的火灾1万余起，较前5年增长33.3%；2013年
以来，全国因电动自行车火灾死亡 233 人，其中引
发较大以上亡人火灾 34起、死亡 142人。应急管理
部消防局副局长琼色介绍，电动自行车在消防安全
方面主要存在产品质量不过关、防火安全性能低、
违规改装改造、停放充电不规范等问题。特别是一些
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一旦发生火灾，燃烧产生的
大量有毒烟气会在短时间内充斥整个走道和楼梯间，
本来用于逃生的安全通道反而成为夺命的死亡通道。

杜绝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

针对电动自行车火灾多发的情况，近日，国务
院安委会办公室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电动自
行车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工作，并从 2018年 6月至年
底进行集中整治。这也成为应急管理部成立后在消
防安全方面的一项重要任务。

具体来看，相关部门将全面排查整治电动自行
车产品质量、维修改装和使用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
题，包括不按标准或者降低标准生产电动自行车及
蓄电池、充电器等配件；私自改装和拆卸原厂配
件，私自拆除限速器等关键性组件，私自更换大功率
蓄电池；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建筑首层门厅、楼梯间、共

用走道以及地下室半地下室等室内公共区域等等。
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孙华山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已决定将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综

合治理开展情况纳入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同时作为安全生产巡查
和综合督导检查的必查内容。

杜绝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是安全整治的关键环节。但是，不“进楼入户”
的电动自行车该停在哪里充电，许多居民也有疑虑。家住北京市朝阳区一个老旧小
区的李女士对记者说，“最近看到小区这边贴了不少关于不让电动自行车进入走道、
房间的宣传海报，对这个我是赞同的。但我们小区没有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场所和
充电设施，对于我们这些长年依靠电动自行车代步的人来说，车没地方停、停外面
怕被偷、充电不方便等问题一直让人头疼。”

对此，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在此次综合治理过程中，特别强调重点推
动建设一批集中停放场所及充电设施。同时鼓励新建住宅小区同步设置集中停放场
所和具备定时充电、自动断电、故障报警等功能的智能充电控制设施；推广安装电
气火灾监控和可视监测系统，并加强日常巡查值守。

强制性国标保安全

提高电动自行车安全系数，“新国标”被寄予更多希望。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
修订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明年4月15日实施，替
代已施行近20年的现行标准。

新标准要求，今后电动自行车须具有脚踏骑行能力、最高设计车速不超过每小
时25公里、整车质量 （含电池） 不超过55公斤、电机功率不超过400瓦、蓄电池标
称电压不超过48伏，此外还增加了防篡改、防火、阻燃性能、充电器保护等技术要求。

乍一看，新标准比老标准还有所放宽。目前的标准最高车速为20km/h，含电池
在内的整车质量上限为40公斤。然而，老标准主要是推荐性标准，在很多方面不具
备强制性，也未提出防篡改要求。据有关机构调查，目前大量从事商业运营的电动
自行车存在超标现象。

记者前往北京市一家电动自行车销售及维修商店发现，目前不少超标车仍在销
售。一位店员向记者透露，解除电动自行车限速设置很容易。据他了解，现在消费
者实际使用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车速往往达到40km/h以上，而且整车重量不少也都是
超过 55公斤的。当记者骑着电动自行车以约 20km/h的速度在路上行驶时发现，不
过10分钟的时间里，先后被6辆电动自行车超越。

强制性标准来了，有望从源头提高电动自行车安全性。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有
关负责人介绍，新标准从发布到正式实施有近1年的过渡
期，这给企业一定时间进行新产品研发、生产线调整和库
存产品消化。同时，新标准也对私自改装严加防范，预计未
来销售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车速能切实降到25km/h以下。

消费者已经使用的不符合新标准的电动自行车该怎
么办？工信部强调，这将由各地制定具体的解决办法，
通过自然报废、以旧换新、折价回购、发放报废补贴、
纳入机动车管理等方式，在几年内逐步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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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客厅夜间充电引起火
灾 ”“ 电 动 自 行 车 超 速 行 驶 撞 伤 行
人”……电动自行车在方便居民出行的
同时，也频频出现安全事故。

如何让电动自行车安全畅行？近
日，两项有关电动自行车的新举措引发
关注：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决定自今年5
月起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综合治理
工作，同时集中整治电动自行车产品质
量、维修改装和使用管理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电动自行车最新国家标准发布，
新标准确定了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车速
不超过每小时 25公里、整车质量 （含电
池） 不超过55公斤等多项强制性标准。

对此，专家指出，这一系列措施的
出台及实施将有助于改变目前电动自行
车领域大量存在的超标行驶、充电线路
乱拉乱接等“任性”做法，使电动自行
车便民又安全。

事 件
新 闻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
根本大计。作为国家南水北调东线源头城市，
千年古城扬州以“眼里不揉沙子”的坚定态
度，持续改善生态环境，在江苏率先倡导江淮
生态大走廊建设，铁腕治污做“减法”、生态修
复做“加法”，让生态成为市民的永续福利，努力
打造美丽中国的扬州样板。

千年古城演绎“绿色崛起”，从生态自觉、生
态自强迈向生态自信，扬州挺起绿色发展的脊
梁。

生态自觉：
打好攻坚战、建设大走廊
扬州市区向东，有一片50多平方公里的平

原湿地，名为“七河八岛”，包括大运河在内
的 7 条河流，在这里分割出大大小小 8 个岛
屿。南水北调东线输水通道和淮河入江通道都
经由“七河八岛”，使得这里生态敏感性日益
突出，长期形成的众多船厂、砂石厂给环境带
来沉重压力。

2013年，扬州市以人大决议的方式对“七
河八岛”区域实施“四控一禁”，即严控廊道宽
度、建筑高度、开发强度和污染排放，禁止违法
建设，将这里规划为全市重要的生态功能区。

2016年，扬州率先提出并推进实施的江淮
生态大走廊建设战略工程，将占市域面积近三
成的1800平方公里区域纳入江淮生态大走廊建
设规划，制定五年行动方案和年度工作计划，
重点推进总投资62亿元的27个年度项目。

此外，扬州正加快实施南水北调东线二期
工程，系统推进总投资 300亿元的高邮湖、宝
应湖、邵伯湖每年“三退三还”（退耕、退渔、退
养，还林、还湖、还湿地）面积3万亩以上等八大
工程，全力打好黑臭河道整治、生活垃圾分类治
理、重点环境敏感企业搬迁等攻坚战，致力打造
沟通江淮、纵贯南北的生态大走廊。

生态自强：
治污做“减法”、生态做“加法”

扬州，水与城相伴，城因水而兴。

从2014年起，扬州致力打造“清水活水城
市”，专门成立了“清水办”，开展污染源调
查，编制黑臭水体整治实施方案，系统化整治
提升水生态环境。

去年 6 月 8 日，扬州市委书记谢正义调研
“龙须沟”七里河，震惊于此河的脏乱差，痛
定思痛写下民情日记《今天开始，我就是七里
河河长》，并在 《扬州日报》 公示各主要领导
领办任务清单。其中最难治理的两条河七里
河、槐泗河，分别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担
任总河长。

铁腕治污，扬州做“减法”。全市去年共
关停 200 台燃煤锅炉、112 家化工企业，关闭
或搬迁环湖 1公里范围内所有规模化畜禽养殖
场 844 家，“减煤”“减化”进度位列全省前
列，在全省最早开启从治标到治本、短期攻坚
到长效管理的畜牧业发展新布局。

生态修复，扬州做“加法”。当地每年从
土地出让金中提取 5%专项用于绿化和植树造
林，通过实施“生态廊道、生态中心、村庄绿
化”等重点工程，去年完成湿地恢复工程5900
亩，林木覆盖率达到 23%，成片造林 3 万亩；
全市新建了大大小小城市公园近 300个，总占
地面积超过 11 平方公里，相当于 10 个瘦西湖
核心景区的面积。

绿色，不仅是扬州的城市底色、鲜明特
色，也成为发展主色。扬州重点发展汽车、机
械、旅游、建筑、软件和互联网、食品工业等
与城市生态宜居特质相契合的基本产业，产业
结构调高、调优、调轻、调绿，倒逼经济发展
转型升级。去年全市 GDP 总量突破 5000 亿
元，在全国百强城市中列第 37 位，比 2010 年
提升 19位；人均 GDP突破 11万元，持续保持
苏中苏北第一位。

“绿色”红利加速释放，美丽中国的扬州
样板逐渐成形，扬州有了新模样。

生态自信：
田园变公园、青山变金山
“绿杨城郭是扬州”，清代著名诗人王士祯

曾如此诗赞扬州，“绿杨城郭”因此成为扬州

的代名词。如今，扬州人正努力赋予“绿杨城
郭”新内涵。

从“盼温饱”到“盼环保”，从“求生
存”到“求生态”，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在富起来、强起来之后，进一步转向“生态
美”。近年来，扬州步履坚定地走绿色发展之
路，把生态贯穿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全过
程中，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
多赢。

扬州城北乡鸿福二村小区附近，曾经有个
停用近17年的茅山垃圾填埋场，旁边囤积着瘦
西湖隧道工程的黑沙土泥浆，足有 23 万立方
米，建筑垃圾围堰有四层楼高。景区管委会对
垃圾填埋场进行专业封场，四周打下数百根水
泥柱，对“垃圾山体”整体封闭，通过场区消
杀、沼气零排放处理、垃圾渗滤液的内部循环
处理、雨污分流、覆盖种植土壤、营造植被景
观等举措，将其打造成园艺体验中心——花都
汇。

花都汇去年 4月开园至今，已接待游客超
过 200 万人次。如今，花都汇被打造成花卉、
宠物交易市场，成为创业基地。与此同时，黑
臭的官河经过疏浚，沟通了瘦西湖水系，成为
碧波荡漾的景观河。从“黑水臭山”到“绿水
青山”，再到“金山银山”，“垃圾山”脱胎换
骨变成生态公园、创意街区，实现了完美逆
袭。

生态文明建设，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推动扬州农旅融合发展。目前，全市已建成集
休闲、观光、采摘、旅游于一体的农业观光采
摘园、休闲农庄等休闲观光农业示范点 158
家，休闲农业营业收入年增长 20%以上。“绿
杨城郭”，让田园变公园、农区变景区、产品
变礼品、劳动变运动、空气变人气、青山变金
山。

“要使扬州更加宜居宜业、宜游宜创，真
正把扬州建成一个高品质的城市、幸福的城
市，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江苏省委书记娄
勤俭表示。

让绿色成为扬州的城市底色、发展主色和
鲜明特色，努力打造美丽中国的扬州样板。今
日扬州，路径更加清晰，信心愈发坚定。

从生态自觉、生态自强迈向生态自信

“ 绿 色 崛 起 ”看 扬 州
胡 俭 张玉菁 陈洁文 周 伟

初夏来临，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水草丰美，百花盛开，辽阔壮美的大草原进入最美旅游季。图为牛群在呼伦贝尔草原觅食。
余昌军摄 （人民视觉）

呼伦贝尔草原迎最美旅游季呼伦贝尔草原迎最美旅游季

陆侨无核荔枝推介会在京举行
本报北京电 （记者邱海峰） 5 月 26 日，由海南省澄迈县人民政府、

海南陆侨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乡村振兴、产业引领”海南陆侨集
团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产业成果暨陆侨无核荔枝产品推介会在北京举行。

当天的推介会上，陆侨集团介绍了陆侨无核荔枝的疏花疏果、施肥
防虫、生长环境、采摘运输等情况。同时，该集团启动了其产业扶贫项
目，分别向澄迈县政府和三亚市政府提供5000株无核荔枝树苗和5000株
诺丽果树苗，种植面积共达300亩。

重庆：非遗文化进校园重庆：非遗文化进校园 盱眙打造交通亲民服务品牌
本报电（徐壮、王伟） 近年来，江苏省盱眙县交通运输局不断改善

基层服务功能，打造交通亲民服务品牌。该局结合工作实际，创新管理
机制，更新服务理念，创建了“山水盱眙，一路有我”优质亲民服务品
牌，围绕“一路有我，让您时刻畅行盱眙山水之间”的目标，努力打造

“便民通行无障碍，交通服务零距离”的亲民服务新形象。
盱眙县交通运输局全局上下积极践行“领导为员工服务，机关为基

层服务，党员为群众服务，全员为交通运输服务”的“四为”服务理念，
引导广大职工增强服务意识，打造优质服务窗口，塑造优质服务品牌。

盱眙县交通运输局强化对群众的人文关怀和服务，在县汽车客运站
设立爱心便民服务点、便民服务窗口，确保所有进站运营车辆的驾乘人
员和进站乘车旅客能吃上热饭、喝上开水。同时，该局还抽出专项资
金，开展暑期送清凉活动，为执法、工程建设一线职工和值班值守人员
准备防暑降温用品和洗漱用品。

5月28日，重庆市“第九届文化遗产月”——非遗进校园系列
活动在沙坪坝区西永第一小学校拉开序幕，包括重庆糖画、面塑、
葫芦烙画、江北竹雕、重庆漆器髹饰技艺等在内的15个国家级、重
庆市级非遗传统手工艺人通过现场制作和展示非遗技艺，为师生们
带来一场丰盛的优秀文化遗产大餐。图为在沙坪坝区西永第一小学
校，手工艺人在制作重庆糖画。

新华社记者 唐 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