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停车位是公共资源，岂能变成私家车位？”
市民呼吁，多措并举解决停车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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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国耻
“九·一八”事变87周年
我市多所学校开展纪念活动

昨日是“九·一八”事变爆发87周年纪念日。这两天，我市
多家学校举行了纪念活动。

“没有国家，哪有大家和小家……让我们在坚定的理想信
念中报国，在读懂唐诗宋词中爱国，在墨香呈现的家书中护国，
在红色传承中实现中国梦！”昨日上午，天元区中小学生国防教育
演讲比赛在天元区凿石小学举行。各个学校选送的26名学生先
后登场，向大家展现了祖国发展与强大，青少年的责任与担当。

17日早上，在荷塘区景弘中学，全校师生全体肃立，向国旗
行注目礼，进行了“升国旗，奏唱国歌”仪式。随后，全体师生鞠
躬，为死难同胞们默哀1分钟，向抗日英烈们表达敬意。随后，
师生们在教室里观看了纪念“九·一八”事变的视频。

“望着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我们看到了一个腾飞的民族，
但不会忘记这个民族曾经的历史。”该校1705班言书晴说。

（记者 何春林 通讯员 曾雅 邓春林 摄影报道）

▲随着城市机动车保有量迅速增长，停车难已成为市民投诉的热点 记者 刘震 摄

▲荷塘区景弘学校学生在默哀 记者 何春林 摄

本报讯（记者 朱洁 伍靖雯）出门办事停车，却发现路边无车位
可停，甚至还有僵尸车占位。怎么办？如果时间很急，有人可能选
择“考验技术”——想办法挤一挤。然而，这一挤，可能来个刮擦；不
然就心怀侥幸路边违停。但如果被交警发现了，有罚单等你。不急
的时候，大家都会“舍近求远”，周围到处转、到处找……

这是每位开车的株洲人，每天都可能碰到的“窝火”事。家住海
韵天城的杨先生也是其中一位。因为停车难已影响到他和邻居们
的日常生活，近日，他致电本报记者呼吁多措并举解决停车难题。

杨先生家住河西海韵天城
小区，附近还有熹悦花都、天台、
明月湖等小区。“这一地带小区
成熟，配套完善。可是，每天上
下班时间，黄山路沿线都是堵、
堵、堵。”他介绍，下午下班时为
最，“从珠江南路进入黄山路，路
口要经过‘惟楚大厨房’。这个
时候，各小区开车回家的人多，
来‘惟楚大厨房’吃饭的人也
多。另一方面，路边的一些停车
位，却被某些小区业主当成私家
车位长时间停放，有的甚至长达
三四天才开走，其他的一些车则
沿路违停，堵塞交通。这就苦了
我们，每天回家必须经过这个

‘卡点’。除了耗时长，互相刮擦
也时有发生，常常导致一些纠纷
……”

杨先生认为，市区机动车数

量猛增，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但
车主的意识也亟需转变，“要知
道，停车位是公共资源，不是私
家车位。”另一方面，城市管理、
交通管理也需主动应对变化，提
质升级，形成长效管控机制。“没
有违法成本，很多车主就选择乱
停乱放；交通警力有限，就无法
及时做到有序管理。这些，可以
通过停车收费和违章处罚来引
导和解决。”他表示。

杨先生此前一直在北上广
等一线城市工作，结合自己的见
闻、经历，他提出建议，包括提高
车位周转率，尽快启动城市路面
停车收费工作；集中整治乱停乱
放行为，使用摄像头查处违停；
在小区、学校周边等时常发生拥
堵的路段，设置按时段单向行驶
等。

记者昨从“市长热线”了解到，近年，
随着城市机动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停车
难已成为市民投诉的热点。

记者查阅“市长热线”客服电话记录和
APP留言，就发现了数条相关记录。

年初，一位车主在市中心医院附近沿
江一方停车，遇到临街饭店用凳子霸占路
边停车位。这位车主致电市长热线，“饭
店表示在他家吃饭才可以停车。我想问
问，路内车位怎么就成了饭店私家的？”

天琴湾小区一位居民吐槽，下班回家
没法将车停到小区内自家的车位上去，

“车辆长时间占用路内停车位，小区门口
被堵得严严实实。”

今夏，网友“球球鲨”留言，“恒大名
都”外面的马路上停满了车，地下车库却

是空空的，质疑“这些车为什么不停进
去？”

网友“叶子”留言称，株洲当前的公共
停车位还是偏少，一些多年前提出新建公
共停车场的计划，似乎并没有完全实行到
位。

不久前，网友“楚浏湘”去浏阳玩，发
现找车位很容易。他留言称，“准备开走
的时候被一个穿着制服的人告知，这是收
费车位，是浏阳市政府委托经营的，用手
机扫了收费员提供的二维码支付了几块
钱。虽然花了几块钱，但停车体验还不
错。如果株洲城区路段也能很容易找到
停车泊位，花点钱还是可以接受的，毕竟
不要面临交警抄牌的风险，也不要为了找
个车位转好几圈……”

市长热线：停车难题已是民生痛点

“社会进步了
车主意识要转变，交通管理需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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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山竹”过后，深圳民众“翻山越岭”去上班▲这是在香港九龙半岛一处海边拍摄的风中的树（9月16日摄）

记者 18 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截至 18 日 17
时，台风“山竹”已造成广东、广西、海南、湖南、贵
州5省（区）近300万人受灾，5人死亡，1人失踪，
160.1万人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

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台风“山竹”
还造成5省（区）的1200余间房屋倒塌，800余间

严重损坏，近3500间一般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
174.4 千公顷，其中绝收 3.3 千公顷；直接经济损
失52亿元。

这位负责人表示，截至 18 日 17 时，广东、广
西、海南、湖南、贵州5省（区）消防部队共处置警
情3167起，出动车（舟艇）4565辆（艘）次，消防官

兵23650人（次），营救2454人、疏散转移11759人。
据了解，9月17日8时和18日8时，国家减灾

委、应急管理部针对强台风“山竹”给广东和广西
造成的严重影响，先后紧急启动国家Ⅳ级救灾应
急响应。

目前，灾区救援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应急管理部发布灾情：

台风“山竹”刮跑52亿元
近300万人受灾，5人死亡

凶悍的“山竹”会被除名吗？
来，科普一下台风命名那些事

“听说台
风‘ 山 竹 ’要
被除名？”

“下一个
名 字 还 会 是
水果么？”

9月16日
17 时左右，气
势 汹 汹 的 第
22 号台风“山
竹”在广东省
台 山 沿 岸 登
陆。17 日，一
组 深 圳 市 民
使出“十八般
武艺”只为绕
开 上 班 路 上
倒 伏 大 树 的
图 片 引 发 网
友 热 议 。 深
圳 天 气 微 博
更 是 @ 中 央
气象台，表示
申请除名“山
竹”。

究竟什么是除名？台风的
名字为何千奇百怪？到底是谁
在给台风命名、除名？

西北太平洋生成的热带气
旋被称为台风。1945年，在西北
太平洋地区，人们开始用人名来
命名台风。由于缺乏组织和沟
通，同一个台风往往被周边国家
起了好几个名字。名称混乱使
得 发 布 的 预 警 信 息 也 变 得 模
糊。1968年，世界气象组织下属
台风委员会成立。1997年，台风
委员会第30次年度会议认为，亚
洲风格的名字更能使人们对台

风提高警惕，提高警告效用，因
此建议设定一个大家共同认可
的命名制度。2000 年 1 月 1 日，
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地区的热带
气旋命名表正式启用。

这张表上一共有 140 个名
称，分别由世界气象组织所属的
亚太地区的14个成员提供，每个
成员提出 10 个名称。名称均以
英文形式呈现，中国气象局和香
港天文台、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
局协商确定中文译名。这140个
名称始终处于循环使用的状态，
直到“退役”的那一天。

对于造成特别严重灾害的
热带气旋或因其他原因，台风委
员会成员都可以申请将该热带
气旋名称从命名表中删除。如
给我国造成重大损失的 2005 年
第 19 号台风“龙王”、2013 年第
30 号台风“海燕”、2016 年第 14
号台风“莫兰蒂”，它们都因为破
坏力巨大，正式被除名。

截至目前，被除名的共有36
个名称，这些名称将永远代表它
最后一次跟随的台风。热带气
旋命名表上每一个名字的序列都
是固定的，当某一名称被除名后，
提供该名称的成员需提交一个新
的名称，填补这一序列空缺。

台风“山竹”就有一位“前

任”。2006 年第 21 号超强台风
“榴莲”在菲律宾造成数百人死
亡，成为菲律宾历史上最严重的
灾难之一。因此，菲律宾在当年
召开的台风委员会年度会议上
提出将“榴莲”除名。与此同时，
提供“榴莲”名称的泰国则须在
第二年召开的台风委员会年度
会议上提交新的名称，“山竹”便
由此而来。

2017 年中央气象台面向公
众为台风征名也是如此。2016
年第 22 号超强台风“海马”在菲
律宾造成了严重的灾害，台风委
员会第 49 次年度会议决定将其
除名，并由提供“海马”名称的中
国提交新的名字以补空缺。

名字从何而来

太“凶”会被开除

各成员提交或后期替补
的名称都需遵守几项基本原
则。

每个名称不能超过9个英
文字母，这是为了避免发布预
警信息时单词太过复杂；名称
要容易发音；不能在各成员使
用的语言、宗教、习俗中带有
不良含义；选取的名称应得到

台风委员会全体成员的认可。
只要符合这几项基本原

则，取什么名字全凭各成员喜
好了。比如中国喜用“悟空”

“杜鹃”等神话和花类名称；中
国香港爱用“珊珊”“玲玲”等女
孩儿的名字；韩国常常选择“飞
燕”“浣熊”等动物名称，当然，
还有喜爱用水果命名的泰国。

每年召开的台风委员会
年度会议都会回顾这一年里
出现的台风，总结经验教训。
如有成员提出将某一名称除
名，经台风委员会决定，便可
令其“退役”。

无论是“山竹”还是前不
久在日本“嚣张”的第 21 号台
风“飞燕”，又或是其他今年出

现的台风，只要有成员在今年
年底或明年年初召开的台风
委员会年度会议上提出“开
除”申请，那么它将被除名。

如果“山竹”被除名，不管
“继任者”究竟叫什么名字，希
望它能出现得“温柔”一些，不
要带来那么多的灾难。

取名全凭爱好

“山竹”的未来

菲律宾警方 17 日发布消
息，确认台风“山竹”引发的灾
害在菲律宾已造成66人死亡，
另有52人失踪。

菲律宾官方统计，“山竹”
造成的农业损失已达140亿比
索（约合 2．59 亿美元），受灾

程度为 2013 年超强台风“海
燕”以来最重。目前，仍有近
20 万人居住在各地约 1900 个
避难中心里。菲北部7省市宣
布进入灾难状态。

（综合新华社报道）

“山竹”风灾已致菲律宾66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