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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少车多
3辆车共享不到1个充电桩

2020 年 3 月，中央明确提出将新
能源汽车充电桩建设纳入“新基建”。
同年5月，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建设写入
政府工作报告。

株洲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建设情况
如何？据了解，目前，我市共有6家充
电基础设施运营商：分别为湖南庞大
贝宁有限公司、株洲公交新能源有限
公司、湖南高科园创能源管理有限公
司、国网供电公司、株洲市国投双杰智
慧能源有限公司和株洲特来电充电网
科技有限公司。截至去年底，我市电
动汽车保有量8328 辆，占机动车总量
比例为1.32%，低于全国2.06%的平均
水平；充电桩保有量 2324 个(含私家
桩)，桩车比约为1:3.6，低于全国1:3.1
的平均水平。

面对日益加剧的充电矛盾，市政
协委员齐晓武从小区充电桩建设这一
角度“发声”。他认为，在生活小区建
设电动汽车充电桩，具有许多无可比
拟的优势。

目前，新建小区停车位数量一般
按照1:1或以上配置，平均每个家庭有
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停车位，停车位可
谓数量庞大。业主如果能够在自家小
区、自家停车位上充电，无需等待时
间、无需长距离行驶，极为方便。此
外，按现有的技术和价格计算，充电费
用约为0.58元/度，价格相对公共充电
桩更低廉。

有物业拒绝业主安装充电桩

齐晓武调研了解到，目前，只要个
人具有独立使用权的车位，且已购买
了电动汽车，小区物业管理部门同意，
均可申请安装充电桩。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齐晓
武在田心某小区进行了调研。该小区
拥有地下车库停车位约 500 个，另有
室外公共停车位 100 余个，均未安装
充电桩。据购买了电动汽车的业主反
映，在申请安装充电桩的过程中，业主
在征求小区物业同意时，物业以安装
及充电过程中安全无法保证、小区变
压器容量可能超负荷、物业管理难度
增加等理由拒绝。

在齐晓武看来，物业公司的担忧
完全没有必要。电动汽车及其充电装
置，均为国家严格监管下的合规产品，
其充电安全风险远远低于电动自行
车。在慢充模式下，每个充电桩的额
定功率约为 7KW，夜间（23 点-6 点）
充电时，居民其他用电已大幅降低，大
多变压器容量可以满足要求，同时现
有技术完全可以控制过载情况。

物业对业主安装充电桩说“不”的
案例在我市并不鲜见。今年 1 月，晋
合·湘水湾小区有业主购买电动汽车
后，想要安装充电桩，遭到了物业的拒
绝。协商无果后，业主向法院提起诉
讼。经天元区人民法院判决，业主胜
诉，充电桩得以“落地”。此前，石峰区
也出现了一起业主起诉小区物业公司
的案例，最后法院协调解决了。

政协委员为新能源汽车充电这“桩”事发声

让更多车主在自家小区实现“充电自由”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罗欣

当节能减排、绿色出行成为一种新风尚，新能源汽车
的优势不言而喻。去年以来，新能源汽车消费持续升温，
私人乘用车市场销售火爆。如何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
充电桩，也成为万千车主尤为关注的现实问题。今年初，
市政协委员齐晓武提交提案——《小区充电桩建设株洲
解决方案》，希望打通家用充电桩建设的“最后一公里”，
让更多新能源车主在自家小区就能实现“充电自由”。

现实

安全责任不明晰
充电桩“落地难”

不仅是私人充电桩，公共充电
桩进小区也同样“落地难”。

“有的是物业公司不同意，有的
是业主不同意，就一票否决了。”国
网湖南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株洲
事业部一名工作人员说。

据了解，我市居民小区（楼宇）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工作，由市住
建局市政建设科牵头统筹。该科室
一名工作人员介绍，地下车库安装
分散式充电桩，对火灾自动报警消
防系统、防火分区面积等都有新的
要求，很多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没
有达到这些条件。

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也表示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大”。一方
面，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涉及发改、规
划、国土、质监、消防、气象、电力、物
业等，利益主体分散，协调难度大。
另一方面，建设用地困难，如在小
区，物业公司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
事的原则，不愿意配合。此外，电力
接入也有诸多困难，增加了建设难
度。该负责人表示，由于我市目前
尚无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管理规范，
很容易出现建设不规范、设备不达
标、安全无保障等重大风险。

拿出充电桩建设的“株洲
方案”

2021 年 11 月 30 日，省发改委
印发《湖南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与运营管理办法》，提出“自
(专)用为主、公用为辅”是湖南充电
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原则。这也意
味着，私人充电桩将成为未来充电
系统的主流。

尽管国家、省里都有政策文件
支持新能源车充电桩发展，但株洲
并没有出台充电桩安装的规范性执
行文件。“希望市级层面出台一个充
电桩安装的规范性文件。”有物业服
务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新能源车的
发展，充电桩“落地难”的投诉或将
接踵而至。

齐晓武希望，电力公司能够对
株洲各小区变压器容量、高峰值负
荷、日间冗余量、夜间冗余量进行调
研，计算出可安装充电桩个数，并提
供给相应的物业公司。若容量不
足，也能够制定相应的改进措施。
同时，研究充电桩建设的管理办法，
解决“充电难”。

市发改委上述负责人也表示，
希望尽快建立统一充电监控平台，
对车辆充电状态、运行轨迹等进行
实时监控，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保
障充电基础设施和车辆的安全运
营。同时，尽快完善配套设施建
设 和 运 营 的 准 入 政 策 及 管 理 规
定，加强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规范
管理。结合实际情况，制订出台
地方性充电基础设施技术标准，完
善新能源汽车产品及充电基础设
施安全管理。

矛盾

症结

破题

▲经过近4个月的努力，近日，晋合·湘水湾小区业主终
于在自家车位安装了充电桩。 受访者供图

▲新安装的充电桩边，贴上了安全风险点告知牌。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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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亩桑葚 等您来摘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肖蓉

近日，位于醴陵市国瓷街道古城村的古城桑葚基地开园。园里尽是一片色彩鲜艳
的美丽景象。放眼望去，一条小路从桑葚园中贯穿，一直绵延至深，路的两旁是一片片
桑树，新生的桑叶翠绿欲滴，随风轻摇。桑叶之下硕果累累，一颗颗红紫相交的桑葚在
风中微微颤动，甚是诱人。

与普通果桑不同的是，这些桑葚属于药桑，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含量很高，产量也不
错。在醴陵，这样的药桑基地共有9处，共1000余亩，除了采摘游，桑葚还能加工成桑葚
酵素、桑葚酒、桑葚茶叶等，收益不小。

桑树全身是宝

桑树全身都是宝，主要有乌发美容、健脾胃、增强免疫力、排毒补肾等功能。
桑葚：《本草经疏》载：“桑葚，甘寒益血而除热，为凉血补血益阴之药。”桑葚性

寒，味甘，具有补肝益肾、补血益阴、生津止渴、润肠通便的功效。
桑叶：《本草求真》载：桑叶“清肺泻胃，凉血燥湿，去风明目。”桑叶性寒，味苦甘，具有清

肝养肝、疏散风热、清肺明目的功效。
桑枝：《本草图经》载：桑枝“疗遍体风痒干燥，脚气风气，四肢拘挛，上气，眼晕，肺气嗽，消食；利小

便，兼疗口干。”桑枝性平，味微苦，具有祛风湿、利关节、行水气的功效。
桑皮：《本草纲目》载：“桑白皮，长于利小水，乃实则泻其子也，故肺中有水气及肺火有余

者宜之”。桑皮为桑树除去栓皮的根皮，又叫桑白皮。性寒，味甘，具有泻肺平
喘、行水消肿的功效。

▲工人们在采收药桑。 李茂春 摄

▲游客们在古城
桑葚园体验采摘。

李茂春 摄

▲桑葚被加工成桑葚
酵素、桑葚酒等农产品。

陈畅 供图

▲肖邦军（右）与
工人们一起采收桑葚。

肖蓉 摄

相关链接

酸甜桑葚
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5 月 5 日，户外超过 30℃，阳光少了几分和
煦，仿佛在宣告着立夏的来临。从株洲市区出
发，经机场大道转东城大道，只有 30 多公里车
程，就到达了古城村村口。自驾车辆停满了村
道两旁，其中有不少长沙、湘潭等周边城市的车
牌。古城桑葚基地内，酸酸甜甜的桑果每天吸
引近2000名游客纷至沓来一品美味。

记者看到，园里的桑树修剪成一人多高。成
人稍微抬手就可以采摘到果实，小孩子则钻进桑
树底下，边摘边吃，还有些美女们不时摆个造型，
拍个美照或小视频，发到朋友圈炫耀一番。

“味道怎样啊？没洒农药，放心吃！”当遇到
一波波入园的游客时，42 岁的肖邦军总会停下

手中采
摘桑果的活，抬起
草帽，露出被晒得黝黑的脸，爽
朗地询问几句。“好吃！”“不错！”得到
顾客们肯定的答复后，他欣慰地笑了。

回头，他又和村民们一起，麻利地采
起了桑葚。轻轻一掐果蒂，放入脚边的竹
筐，黑红色的果汁沾满了他的指尖，黑色T
恤已被汗水浸出了一圈圈白色的盐渍。待两大
竹筐盛满果实，他挑起扁担，把果子抬上运输
车。这批果实，将运至工厂里深加工成桑葚
酵素、桑葚酒等天然植物饮品。

华丽转身，从茶餐厅老板到新农人

5 年前，他还是醴陵一家茶餐厅的老板，经
营有道，收入不错。

在2017年夏天，一次机缘巧合，他品尝了药
桑制成的酵素饮品，觉得口感好又健康。他看
到了其中的商机，打起了在家乡发展药桑种植
的想法。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想法，他没想到全家人
都投了反对票。

他的父亲质疑说：“我家虽是农民出身，但
你从小没做过农活，药桑的价值有那么高吗？
产量有那么大吗？”

妻子心疼他说：“每天看看店，和朋友们喝
喝茶、打打牌不舒服吗？硬要去吃苦？”

不管亲人怎么反对，困难多大，都无法熄灭
他心中燃起的熊熊烈火和希望，他决定试一
试，从融资、培育、产量、产品、销售等多方面去
调查和评估，并撰写了《药桑产业可行性分析
报告》，租赁 1.8 亩土地，去台湾学习种植药桑

的技术，引进了 4 万多株药桑幼苗，
雇用了几位村民，起早贪黑尝试小
范围种植。

虽然培育过程中，4 万多株幼苗
只剩下了不到 1 万棵，但他没有放
弃。为了观察记录药桑本地优化培
育的每一个细节，他顾不上“前不栽桑，后
不栽柳”的顾忌，在家门前也种了几株桑
树。“第 7 天出芽”“第 15 天出叶”……分析报告
上，他详细记录着。

“终于试种成功了！”历经一年半的精心培
育，他收获了喜悦。头批幼苗在 2019 年春
天如期结果，营养成分含量达标。不仅如
此，在本地进行品种优化后，还实现了秋季
第二轮挂果。一般每株桑树年产桑果 10
公斤左右，而他的桑树每株可产 40 公
斤以上，实现产量翻番，最终把梦想变
为了现实。

发展加工，延伸桑葚产业链条

种植面积从1.8亩逐步扩至100亩、300亩、
700 亩、1000 亩……基地范围从醴陵市国瓷街
道辐射到白兔镇、明月镇、王仙镇、东富镇、船湾
镇等 9 处，他成立了醴陵君华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专业从事桑葚新品种研发、培育、种植，拥有
现代化的大规模育苗设施。

以商人的思维来做农业，加上他骨子里那
股吃苦耐劳的倔劲。2021 年，该公司年产量达
20万公斤，销售额达2000万元。以该公司药桑
为原料制成的桑葚酵素、桑葚酒、桑叶茶等产
品，畅销各地，成为旅游购物商店的热销伴手
礼。今年又迎来大丰收，产量预计能达到40万
公斤。

自己富了，他还想带着家

乡人一起富。除了租用当地村集体土地为
当地创收，他还雇用了周边 400 多名劳动力
进行集中采收。同时，通过“公司+村集体合作
社+农户”的模式，他在王仙、大东富两个村试点
100余亩药桑种植田，公司为农民提供药桑树苗
和种植技术，待挂果后统一进行收购。

如今，他又有了新想法：“以前我们只是提
供原料，与其它厂家合作制成药桑产品。今年，
君华农业投入 200 余万元增添设备，打算在
醴陵发展深加工，突出醴陵本土农业企业定
位，打造属于家乡的农业项目，实现供、产、
销为一体的生产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