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动自行车小巧方便，是不少
人日常出行首选的交通工具。但
由于停放、充电不规范等方面的原
因，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频发。今
年市两会期间，市政协委员王霞等
就改善和解决老旧小区电动自行
车充电问题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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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建言
解决电动自行车充电难问题
今年，50%的居民住宅区落实电动自行车集中管理措施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罗欣

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
频发

因电动自行车引发的火
灾事故并不少见。

今年 5 月 10 日，成都丛
树家园小区电动自行车在电
梯内起火致多人受伤的新闻
成为关注的焦点。一人推着
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内，电动
自行车突然冒出浓烟并爆燃，
电梯内5人不同程度被烧伤。

这之后不久，广西南宁某
小区一女子将电动自行车骑
入电梯，电梯门刚关，电动自
行车就发生自燃事故。幸运
的是，这起火灾并未造成人员
伤亡。

我市也发生过类似事故。
就在去年8月，荷塘区周家屋
场发生了一起因电动自行车上
楼充电引发的火灾事故。

“上楼入户”的电动自行车
已经成了一颗危险的“定时炸
弹”。解决电动自行车充电难、
充电不安全问题势在必行。

如何破解老旧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
难问题？

王霞建议，住建部门制定全市智能充
电桩建设、管理方案，对新建居民小区，按
要求配备一定比例充电设施或预留充电
设施接口；财政部门提供一定奖补资金，
支持老旧小区根据需要和场地条件改建
或加装充电设施。也可以按照“谁投资谁
受益”原则，引进社会资本参与老旧小区

充电桩建设、改造，设置统一标识，公布充
电操作规程等信息，确保充电安全。物业
服务人员也应加强日常巡查，对小区居民
私拉乱接、占用楼道充电行为及时劝导。

为了让更多人提高安全意识，王霞还
建议，广泛宣传电动自行车存放、充电常
识，及时曝光典型火灾案例，引导居民遵
守消防安全法规。

私拉乱接、“上楼入户”普遍存在

市政协委员王霞走访发现，近年来，
电动自行车成为市民重要的代步工具，但
也给小区消防安全带来严峻挑战。

因为楼下缺乏充电设施，居民或者私
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或者将电
动自行车推至楼上充电，且不说上楼时可
能发生类似成都那小区电动自行车在电梯
内起火的事故，充电过程中还可能因线路过

载而发生火灾事故。物业管理难度加大，业
主和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纠纷也很多。

王霞介绍，电动自行车电瓶在充电时
会产生很多电解气体，若在密闭环境下浓
度超过一定值，遇到明火或电弧时电瓶就
可能发生爆炸。尽管目前我市已经在部
分老旧小区设置了充电桩，但远不能满足
群众需求。

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充电桩建设、改造

从 2019 年开始，国家全面推进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电动自行车充电设
施新建或改造是否已经纳入老旧小区改
造范畴？

据市住建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去年，省
住建厅等多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推进全省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通知》，明确将“配置
充电桩、规范充电设施”列为完善类改造内
容。“基础类改造应改尽改，完善类则根据实
际条件决定是否改造。”上述负责人说。

去年，我市也出台了《株洲市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将完善
充电设施纳入改造范围。同时，市住建局
也要求各县市区在具体推进时充分考虑
充电设施安装事宜，对有条件、有空地的小
区要确保安装到位。截至目前，我市在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已安装充电设施
190个，其中就包括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

从去年开始，市住建局着手开展《株洲
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技术导则》编制工作，
今年即将予以发布。《导则》中明确了充电
桩的改造标准、设计依据和成本造价。

充电设施改造已纳入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善类”范围

据市消防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我市正在推进的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三
年行动已经包括了电动自行车所涉及的
消防安全隐患整治。其中，内容之一则是
推动居民住宅区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停
放场所建设。根据安排，2021 年，我市
50%的居民住宅区落实电动自行车集中
管理要求措施。

与此同时，消防部门联合多个部门开
展了专项检查。如联合派出所、乡镇、街
道（社区）工作人员深入社区摸排检查，重

点对各社区电动自行车是否占用并堵塞
消防通道、是否存在违规充电、乱停乱放、
私拉电线等方面进行全面排查。

上述负责人介绍，针对日常较为常见的
电动自行车“上楼入户”带来的消防安全隐
患，比如电动自行车占用或堵塞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妨碍安全疏散的行为或者电动自
行车堵塞消防车通道的行为，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防法》有关条款规定，对于单位
视情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于个
人的违法行为，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今年，50%的居民住宅区落实电动自行车集中管理措施

电动自行车充电
不能再“任性”

今年3月1日起，
《湖南省电动自行车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开始施行。
该《办法》对电动自行
车出行、停放、充电等
方面有相关规定。

《办法》规定，禁
止在建筑物的疏散通
道、安全出口、首层门
厅、楼梯间等室内公
共区域和消防车通道
及可燃物附近停放电
动自行车。禁止违反
用电安全要求私拉电
线为电动自行车充
电。

今年 6 月 25 日，
应急管理部公布了

《高层民用建筑消防
安全管理规定》（下简
称《规定》），8 月 1 日
起将正式施行。《规
定》明确提出禁止在
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
厅、疏散走道、楼梯
间、安全出口停放电
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
自行车充电，鼓励在
高层住宅小区内设置
电动自行车集中存放
和充电的场所。

若在高层民用建
筑的公共门厅、疏散
走道、楼梯间、安全出
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
者为电动自行车充
电，拒不改正的，由消
防救援机构责令改
正，对经营性单位和
个人处 2000 元以上
10000元以下罚款，对
非经营性单位和个人
处500元以上1000元
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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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部门工作人员现场检查电动自行
车“上楼入户”情况。 市消防支队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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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豪情写下“曾因醉酒鞭名
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一代民国
大诗人、大文豪郁达夫，除了在文
学上造诣颇高外，其风流韵事也为
人们津津乐道。

1913 年，这时已是民国二年
了，17 岁的郁达夫跟随长兄郁曼

陀及长嫂东渡日本求学，并考取了
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官费生的
资格。

一次，诗人在东京市外的一家
公园游玩，邂逅了两个可爱的扶桑
少女。她们一边赏着樱花，一边唱
着歌儿。可谓是人歌樱花交相
映。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诗人更
是如此，他被这两个异国女子吸引
了。

此时的郁达夫已经谙熟日本
的言语习俗，就主动上前去搭讪。
由于诗人的才情，他们起初交谈甚
欢。但当这两位少女知道诗人是
中国人后，就露出鄙夷的目光。于
是，这一场美丽的邂逅不欢而散。

诗人感觉到了东京这个大都
市的冷漠和悲凉，就于 1914 年辗
转离开东京这个伤心地，进入名古
屋第八高等学校学习。

由于郁达夫生性孤僻，在名古
屋他也没有交到几个朋友，即使是
和中国的留学生交往，也都是泛泛
之交的同学关系，没有一个真正的
知音。

在此期间，一个叫做后藤隆子
的日本女孩走进了郁达夫的世界，
郁达夫称她为“隆儿”。两人在日
常的交往中渐生情愫，然而身在异
国的郁达夫纵使对异性有着极度
的渴望，也没敢捅破这层窗户纸。
只是为隆儿写了几首有所暗示的

诗：
几经沦落至西京，千古文章未

得名。
人世萧条春梦后，梅花五月又

逢卿。
我意怜君君不识，满襟红泪奈

卿何。
烟花本是无情物，莫倚箜篌夜

半歌。
犹有三分癖未忘，二分轻薄一

分狂。
只愁难解名花怨，替写新诗到

海棠。
这段蒙眬的爱恋，注定只能成

为回忆。可是诗人终究是注重感
情的，因此后来又写了一首《留别
隆儿》——

平生窃羡蓝桥梦，略识扬州子
夜春。

莫向杏坛提品第，本来小杜是
诗人。

后来，郁达夫流亡至苏门答
腊，因为精通日语而被迫做了日军
的翻译，期间他又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暗中保护了大量的文化界朋
友 、爱 国 侨 民 以 及 当 地 居 民 。
1945 年 8 月 29 日，郁达夫在苏门
答腊失踪。后来，外界默认为这一
年为其终年。新中国成立后，郁达
夫被追认为了烈士。

（来源：张溥杰《民国轶事：风
云人物的别样人生》）

郁达夫鲜为人知的浪漫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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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文解字

▲郁达夫 网络供图

邓小平为什么多次为
他撑腰？

40 多年前，一个在街头卖瓜
子的人，居然惊动了邓小平。

他叫年广久，曾有“中国第一
商贩”之称，在改革开放初期，他
的命运甚至被视为“个体经济发
展的晴雨表”。

年广久从年轻时代就在安徽
芜湖街头靠做小生意谋生，他文
化水平不高，但有经营头脑，敢想
敢干。

年 广 久 能 成“ 中 国 第 一 商
贩””是因为卖瓜子。他的瓜子味
道好，薄利多销，人家买一包，他
会再抓一把送人家。在旁人眼
里，年广久这样做生意有点“傻”，
久而久之，“傻子瓜子”也就愈发
有了名气。

年 广 久 的 生 意 越 做 越 大 ，
1976 年，当芜湖市民在弄堂里嗑
着瓜子说玩笑话时，他已经赚到
人生中第一个100万。

然而，发家致富却给年广久带
来了大麻烦。当时，有人质疑：社会
主义还能准许出现“百万富翁”？年
广久算不算“私人资本家”？

1980 年，一份关于“傻子瓜
子”问题的调查报告送到了邓小
平手中。邓小平当时对个体私营
经济发展给予肯定，对一些人关
于姓“社”姓“资”的争论，他的态
度是“放一放”“看一看”。

然 而 ，争 论 并 没 有 就 此 结
束。80 年代初，年广久的雇工达
到 100 多人，“傻子瓜子”是不是
在“剥削”，又一次争论起来。

1984 年 10 月，邓小平在一次
谈话中，再次给年广久“撑腰”：

“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
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
瓜子’经营一段时间，怕什么？伤
害了社会主义吗？”

1992 年，改革开放迎来又一
个关键年份。这一年，邓小平视
察南方，他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
再一次提到了“傻子瓜子”：“农村
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
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
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
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
了，得不偿失。”

邓小平几次为一位卖瓜子的
个体商贩“撑腰”，成了改革开放
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
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大踏
步赶上了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形
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
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
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
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也成为改革
开放40年积累的宝贵经验之一。

(据中新网)

移

移动的“移”，禾
木旁显然与禾苗有
关，这又跟多少有什
么关系呢？

在读音上这个字
不是用“多”做的声
音，而是用多少做了
意义，念“yi”。禾苗
多了就要一个一个地
移栽，不能都挤到一
起，所以“移”字本身
是指人们种稻子的时
候，先在稻床上集中
育苗，待育好的苗长
得非常多了，就把它
们一个个拿开——栽
到田中，移秧、移栽，
这就是“移”。

但从“移”的金文
和小篆看，它还有一
个更早的字形“迻”，
这原本是最初的“迻
动”，为星月的移动，
后引申指步伐前进移
动，正所谓“月亮走、
我也走”，后二字合并
为一。

（本报综合）

陈克的作品《非常漂
亮的鱼》，选用杭州特产真
丝绡，将手工刺绣与绣后
上 彩 工 艺 相 结 合 制 作 而
成。鱼是中国传统的吉祥
物，常用来比喻富余、吉
庆和幸运。作品选用不同
质感和粗细的丝线以传统
针法绣制，使黑色金鱼逼
真地再现在半透明的薄纱
上 ，并 特 意 进 行 凌 空 装
裱，让它能借外界灯光生
成投影，产生夺人眼球的
视觉美，同时给人以似在
清澈水里游弋的诗情画意
之感。

台州刺绣《非常漂亮的鱼》

民 俗风俗 走街串巷的兑糖儿

还记得一边吆喝一边敲打糖的那
个场景吗？“糖儿客，慢慢担，小息儿跟
着一大班。”以前，街头常会出现一种

“兑糖儿”的场面。各地饴糖作坊将制
成的整版饴糖提供给专门挑担走街串
巷的小商贩，俗称“糖儿客”。

温州有童谣唱到：兑糖儿吃，兑糖
儿吃|人客该是麦芽糖|三年陈麦芽|

四年陈冰糖|吃口香，转口凉|娒娒吃
底不论娘|老老娘儿吃底寿命长|老人
家吃底好纺纱|阿嫂阿嬷吃底好顾家。

麦芽糖，古时称为饴，《说文解字》
曰“饴米糪煎也”。它是一种来源于淀
粉的糖。

它是利用麦类在发芽的过程中所
产生的糖酵化酶水解淀粉而成。

一般是将大米、糯米、小米、黍米、
高粱、玉米等煮熟，再用大麦发芽后产
生的一种麦芽酶混合反应而得。

北魏农书《齐民要术》引用了前人
《食经》中的做法：“取黍米一石，炊作
黍，着盆中。蘖末一斗，搅和。一宿则
得一斛五斗，煎成饴。”就是说，将一石
黍米，煮成饭放在盆里，加上一斗麦芽
末，搅匀。过一夜便得到一斛五斗的
溶液，把这些溶液小火烧煮浓缩就得
到饴糖。 （据中国民俗学会公众号）

▲网络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