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大别山区的湖北省罗田县，是
个革命老区。宛如玉带的义水河发源于
大别山主峰，是罗田县内最大的河流，
从县城蜿蜒流过。

然而，由于排污等相关基础设施
不足，部分沿河建房的居民将生活垃
圾、污水直接排到河里。特别是为盲
目追求眼前利益，一段时期内，义水
河 两 岸 工 业 乱 排 乱 放 现 象 非 常 严 重 。
过去的清水河变成了污水河，市民们
只能望河兴叹⋯⋯

为了让义水河休养生息，还青山绿
水于百姓，罗田县委决定对义水河及其
两岸棚户区进行治理改造，可治理资金

不足。怎么办？本着“政策性金融就是
为公共政策服务”的经营理念，农发行
湖北罗田支行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做好

“加减乘除”，累计投放各类中长期贷款
5.02 亿元助力罗田水生态建设，把钱用
在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

做好“减法”，着手清理污染源头。
河两岸的乱排乱放是导致义水河污染的
直接原因。2013 年，罗田支行发放水利
建设贷款 0.92 亿元，用于义水河综合治
理改造。清除污水源，搬走沿河两岸高
污染、高排放企业 12 个以及沿岸生活服
务企业和私营业主 60 多家；截污治“炎
症”，新建污水处理厂 （站） 4 座。“堵

疏”结合，恢复了义水河健康的水环境
和水生态体系。

做好“加法”，新建“两园两房”。
为让居民和企业搬得出、有去处、稳得
住、能致富，罗田支行近年来累计投放
各类中长期贷款 3.1 亿元，新建“两园
两房”。2009年贷款 0.4亿元建农民工回
归置业园；2010 年贷款 0.4 亿元建农副
产品产业园，把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圈
养”起来，走企业集中、产业集聚、土
地集约化发展的路子；2011 年，贷款
1.3 亿元，用于义水河北路旧城改造还建
房建设；2014 年贷款 1 亿元用于农民集
中住房建设。“两园两房”让罗田县城因

水而治，亲水近水而不伤水，用水饮水
而不污水，使城市之“疮”变成了城市
之“窗”。

做好“乘法”，积极探索“水土结
合”融资模式。坚持以土地收储带动水
利建设，通过整体规划，实现收益性土
地收储项目与公益性水利项目的有机结
合。2014 年，支行贷款 1 亿元支持义水
河两岸及其周边地区土地收储，使过去
的荒郊野外变成了黄金地带，土地升值
带来了经济效益。

做好“除法”，养水安澜兴利除弊。罗
田是全国小水电百强县市，县内河流水库
星罗棋布，黄冈市唯一的大型水库白莲河
水库就横跨罗田县，靠水吃水，水利建设
对于罗田人来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治了河流，兴了水利，旺了经济，整治
后的义水河污水变清水，河边的棚户区变
成高楼大厦，徜徉在义水河畔的林荫小
道，清风徐来，杨柳依依，河水映照着两岸
谈笑风生的行人，一河清水与两岸现代化
建筑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把钱用在百姓最需要的地方
本报记者 冯举高 通讯员 占小生

电 动 自 行 车 如 何 安 全 上 路
本报记者 王轶辰

电动自行车使用起来方

便快捷，深得消费者喜爱，但

由电动自行车引发的交通安

全事故也屡见不鲜。记者了

解到，电动自行车的国家标准

已经十几年没有修订过。如

今几乎所有电动自行车都是

超标生产。据悉，电动车的新

国标正在审定之中——

亲 子 烘 焙“ 幸 福 味 道 ”

本报讯 记者韩秉志报道：民政部副部长邹铭在近
日召开的全国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视频
会议上指出，寒冬已至，各地民政部门要加大对生活无着
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工作力度。

邹铭指出，公众对涉及社会弱势群体的负面事件“零
容忍”的态度和当前“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的责任追究新
常态，都对救助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邹铭要求，各地要做到“六必须、六不得”：一是必须
加强安全检查，不得允许求助人员携带危险品入站；二是
必须及时开展寻亲工作，不得对受助人员不闻不问、一托
了之；三是必须规范站外托养业务，不得违规开展站外托
养；四是必须实施分类分区救助，不得出现混合管理现
象；五是必须加强救助记录和档案保管工作，不得出现资
料缺失现象；六是必须健全消防安全制度，不得发生消防
安全责任事故。

民政部指出，2016 年元旦、春节即将来临，各地民政
部门和救助管理机构要把“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活动列
为一项阶段性重点工作进行组织动员和安排部署。

本报讯 记者吴佳佳报道：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
崔丽在日前举行的“2015 互联网＋健康中国大会”会议
上表示，要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为重大契机，坚持把基本
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通过“互联
网＋”，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和资源下行，全面开
展分级诊疗试点工作。

崔丽说，当前我国面临传染病和慢性非传染病双重
负担，健康促进应该是应对这些疾病的优先策略，把少得
病、不得病、早发现、早治疗作为健康中国建设的首选。

国家卫计委医政医管局医疗资源处处长焦雅辉介
绍，目前，我国已经有 28 个省份 1000 多个县市区开展了
分级诊疗试点，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是深化医改进入新阶
段的重要标志。施行分级诊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医
疗资源不足，医疗资源布局不合理，而且优质医疗资源匮
乏。上海市卫生计生委医改办主任许速介绍，半年多前
上海卫计委就联手微医集团，探索建设了一个涵盖“市、
区、社区”三级医疗机构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

分 级 诊 疗 试 点 全 面 展 开

救助流浪乞讨人员力度加大

近日，由北京朝阳区政法委组织的“幸福的味道”亲子

烘焙活动在甜水井社区举办，吸引了社区 40 多个家庭的

积极参与。活动通过亲情节目演出、烘焙爱心饼干等环

节，让家长与孩子体验亲情陪伴的幸福。朝阳区政法委还

通过组织多种活动走进社区，宣传崇尚科学、珍爱生命的

理念，促进社区文明和谐建设。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那辆电动车迎着面就冲过来，丝毫
没有减速的意思。幸好我躲得快，只是擦
破一点皮。”回想起不久前的惊险一幕，家
住北京市西城区的吴凯仍然心有余悸。他
对记者说，自己每天走路上班，要过四五个
路口，都要提防着身边随时可能蹿出来的
电动自行车。但也有许多人因为有电动车
代步，节约了出行时间、方便了日常生活。
电动自行车的迅速普及与随之而来的一些
问题，让人们对其又爱又恨。

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下班高峰期，记者在北京市中关村一
处路口发现，电动自行车违法占道行驶、
逆行、闯红灯、超速行驶的情况时有发生，
面对从身旁呼啸而过的电动车，着实让人
胆战心惊。但是，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大
多数驾驶者都未能明确意识到快速行驶
的电动自行车具有的潜在危险。

不仅行人安全受到威胁，驾驶者自身
的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一位送外卖的
服务员告诉记者，“我骑过很多牌子的电
动车，有些车的安全性能非常差，车速过
快时不仅刹不住车，晃动也很厉害”。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电动自行车市场
保有量已经突破 2 亿辆。面对白热化的
市场竞争，有的中小厂商以次充好，导致
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更有甚者违规生产。

近年来，市场上还出现了大量四轮
电动车。记者调查发现，许多微型四轮
电动车出自小作坊之手，达不到汽车安
全标准，许多参数却远远超过了电动车
的标准，而驾驶者往往是没有任何驾驶
经验的老年人，这样的电动 车 在 机 动
车道上行驶，俨然成为道路上的“定时
炸弹”。

在各类电动自行车市场乱象叠加下，
交通安全形势日益严峻。根据公安部道
路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道路交通事故统计
年报》，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从
2004 年的 589 人飙升到 2013 年的 5752
人，增加了近10倍。

超标生产乱象丛生

电动自行车事故高发，往往是各种因
素叠加的结果，除了相关标准、监管的滞
后以及人们安全意识的淡薄外，首当其冲
的还是超标生产。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电动自行车超
速、超重生产的现象十分普遍。为了满足
消费者对于速度和行驶里程的需求，不少
企业和商户都想方设法对电动自行车进
行改装，加大功率、提高速度。

根据国家 1999 年颁布的《电动自行

车通用技术条件》，电动自行车速度不超
过 20 公里/小时，整车重量不超过 40 公
斤，其干态制动距离应不大于 4 米，湿态
制动距离应不大于 15 米，电机额定连续
输出功率不超过240瓦。

而目前市场上的实际情况是，几乎所
有的电动车速度都超过了规定标准。北
京市丰台区一家经营电动车的老板向记
者透露，车子最高时速是按国家标准生产
的，但其实到店后都可以按照顾客需求进
行调节，时速30、40公里不是问题。

在速度超标的情况下，能否安全刹车
成了影响安全性能的重要环节。有着近
10年电动自行车维修经验的唐师傅告诉
记者，使用一段时间后，多数电动车的刹
车都会出现问题，很多人骑着刹车不灵的
电动车上路，遇到突发状况只能靠脚在地
面摩擦减速。而且现在电动车为了提升
行驶里程，加大了蓄电池的重量，惯性增
大，进一步加大了刹车难度。

“超标生产并不一定意味着产品有问
题，毕竟国标已经快20年没有修订过，很
多标准都跟不上目前的技术水平和消费
需求。但是，一些不良厂商在提高车速的
同时，却没有按照相应车速的要求提高前
叉、主梁等部件的质量，这就极大增加了
安全隐患。”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如果说电动自行车的质量问题是造
成安全事故的客观因素，骑行者自身安全
意识淡薄则是主观因素。从道路交通事
故主要原因分析统计数据来看，非机动车

（包括电动自行车）的各种违法行为历年
排序基本一致，大致包括：违法占道行驶、
未按规定让行、违反交通信号、逆向行驶、
违法上道路行驶、超速行驶。

理性看待电动车安全

任何新兴事物的崛起都会带来各种
各样的争议。电动自行车群体日渐庞大，
野蛮行车的事情时有发生。那么，这是否
就意味着电动自行车已经给我国道路交
通安全带来了重大安全隐患？

从交通部近 10 年《道路交通安全事
故统计年报》来看，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事
故人数增加约 6倍，而电动自行车社会保
有量从2004年的不足2000万辆到2013
年的 1.8 亿辆，增加了约 8 倍。每年新增
保有量与当年事故总量增加量的比例基
本相同，电动自行车事故率在 10 年内基
本稳定。

“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的快速攀升，确
实带来了安全事故的上升，但简单地以事
故量上升、死亡人数增加来作出电动自行
车发展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结论，是违反
科学规律的。”绿源集团董事长倪捷表示，

使用数量的基数增加难免会带来伤亡人
数基数的增加。他认为，如果仅凭交通事
故个案而作出缺乏科学精神的误判，并以
此为基础作出控制电动自行车总量，改变
电动车发展轨迹的政策，会产生适得其反
的效果。

电动自行车新国标起草修订专家组
发布的《电动自行车快速发展对交通安全
的影响研究白皮书》显示，依据交通部历
年事故数据直接计算出自行车、摩托车、
电动自行车 3种两轮交通方式的死伤比，
可以看出，连续 10 年电动自行车的死伤
比最低。有专家分析认为，两轮车交通总
体的安全代价随着电动自行车比例的上
升而下降，电动自行车的安全代价远低于
其他两轮车。

“性能提高促进安全提高的积极意
义，远大于可能的安全威胁。”倪捷认为，
如果能够有效控制单纯涉及安全的重要
性能，如制动性能、整车重心等，则可以消
除核心性能上升的所谓安全担忧，达到双
赢的局面。反之，若采用称重上牌等低级
的控制手段，则会影响安全绿色交通工具
发挥更好的作用。

此外，专家表示，推出针对电动自行
车肇事的第三者责任保险，促进电动自行
车与机动车分道行驶，加强各种有效的警
示宣传等，都是降低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
行为概率的有效手段。

新国标将强化安全性

“电动自行车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而
同步发展起来的，这说明其与我国国情紧
密结合。”中国自行车协会助力车专业委

员会主任陆金龙表示，不能因为发生了安
全事故就彻底否定其作用，而应加强对行
业标准的制定和监管。

安 全 是 电 动 自 行 车 的 核 心 要 素 。
陆金龙透露，《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
件》新国标已经送审，如果能够顺利通
过，将极大地促进电动自行车行业的发
展。他介绍，与旧版国标相比，新国标
从之前的 34 项标准调整到 45 项标准，
其中增加的新标准全部涉及安全方面，
包括制动、车架强度、电气、淋水、过充
等多个与电动自行车使用安全密切相
关的标准。

此外，已经送审的新国标与旧国标相
比更为完整和体系化，且行业协会和相关
企业已经进行了多次整车实验，拥有大量
的实验数据，更具科学性。

与此同时，随着近年来产业的转型升
级，电动自行车界也在主动建立自己的行
业标准，自觉将低端产品排斥在外。现
在，全国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已从原先的
2600 多家减少到 600 余家，十强企业的
产量已经占到整个行业的47%，产品安全
性能随之得到提升。

“事实上，很多电动自行车企业已经
开始自觉在减震、制动、智能化等方面提
高技术性能，同时通过控制系统对超速车
辆作出减速、停驶的反应，修订国标将从
这些方面使安全技术更加明确和规范。”
陆金龙说。在近期举行的第 33届中国江
苏国际自行车、新能源电动车及零部件交
易会上，绿源集团等企业按照主动安全和
被动安全分门别类，专门研发出陡坡缓
降、双动作启动等保护用户安全的技术和
功能。

江西省南昌经开区白水湖管理
处鸡山村村干部最近有些“不务正
业”，每到周五下午，总会有一个人
不在办公室。对于村干部的这种

“翘班”行为，当地村民不仅不反对，
反而是一片叫好之声。这究竟是为
什么？近日，记者来到鸡山村一探
究竟。

来到鸡山村村委会，记者还真
发现又有一个人不在岗。对于不在
岗人员的去向，村委会干部并不隐
晦：“他去‘阳光托管班’了。”

在当地村民的指引下，记者来
到了村干部说的“阳光托管班”。在
这里，真的感到了一股阳光般的温
暖：室内窗明几净，图书、亲情电话、
饮水机等一应俱全，墙上贴着学生
自己制作的剪纸画，充满童趣，十多
个小朋友正在“翘班”村委会干部和
志愿者的指引下认真地学习。

对于村干部的“不务正业”，年
届七旬的熊大爷竖起了大拇指：“儿
子儿媳在外打工，自己年纪大，在孙
子孙女的学业、生活方面往往力不
从心。以前总是怕孙子孙女放学之
后去玩水或是去网吧不学好，现在
有了托管班，自己再也不用担心了。在那里，孙子孙女不
仅玩得开心，而且学业上有人辅导，真好！”

放心的不仅仅是熊大爷，鸡山村 2000 多人口中，常
年在外打工的就有近 100 余人，全村留守儿童有 32 人。
由于缺乏父母关爱和家庭教育，这些留守儿童当中存在
厌学、性格孤僻内向等问题。“阳光托管班”的开办，让村
里的留守儿童有了一个“快乐驿站”。

村干部老熊说：“村里积极整合各方资源，开办了这
所‘阳光托管班’。平时除了招募大学生志愿者为孩子们
补习功课、心理辅导外，村委会决定在每周五下午轮流派
一名村干部来这里做兼职老师。”

“我在这里能够感受到家的温暖，也很快乐。”10 岁
的小志对记者说。

鸡山村的

﹃
阳光托管班

﹄

本报记者

刘

兴

据新华社电 广西南宁曾被称作
“骑在摩托车上的城市”。2002 年“禁
摩”后，摩托车得到有效控制，电动自行
车数量却急剧上涨。截至今年 8 月底，
南宁城区范围内登记在册的电动自行车
达 146 万辆，出行比例达到 33.98%，多
项指标位居全国同类城市前列。由于缺
乏法律意识和交通安全意识，南宁电动
自行车交通违法乱象多，交通事故频发。

为治理电动自行车有关违法行为，
南宁将今年 4、6、8 月定为电动自行车

“严管月”，实行全警动员，每天 80%以
上的支队警力投入路面一线参与整治。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教育与处罚
相结合”原则，南宁在全国创造性地推出

“以学促管”新模式，对电动自行车违法

当事人一律责令参加现场交通安全学
习。今年 4 月以来，全市设置了 30 个固
定学习点和 38 个简易学习点，并购置了
电视机、扩音器、空调、风扇等设备，由民
警、协警专人负责管理，每天可组织安排
电动自行车安全学习 1 万人次以上。除
了“以学促管”，南宁在广西率先实行电
动自行车登记上牌，强化注册登记源头
管理，还创新推出 APP 手机软件、电话
预约等便民服务措施，最大限度缓解电
动自行车学习、上牌预约难问题。

通过一系列整治措施，电动自行车
闯红灯、逆行现象大大减少。今年 1 月
到 10 月，南宁涉及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
死亡 25人，比去年同期下降 45.65%。

（刘伟 何伟）

南宁创新电动车管理遏制“马路杀手”

▲ 北京中关村大街上，一辆电动自行车正

在通过人行横道。目前中国电动自行车市场保有

量已突破 2 亿辆。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有的中小

厂商以次充好，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本报记者 王轶辰摄

▼ 北京中关村大街一角，

原本规划的自行车停车区已经

被电动自行车占据了大半。电

动自行车已成为百姓生活中重

要的交通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