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停车泊位周转率稳步提升
“智慧停车”有效缓解停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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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办事十分钟，停
车半小时”是不少有车一族
遭遇停车难的真实写照。
在农贸市场、学校、医院、居
民小区等地的周边路段，停
车难、交通拥堵的现象更是
有目共睹。

为什么停车难？曾有
研究数据显示：“截至2019
年底，我市城区小型汽车保
有量为 25.6 万辆，市区停
车泊位 11.3 万个，平均每
辆小汽车只拥有 0.4 个泊
位。”

为缓解城区停车难问
题，从2018年起，我市开始
在城区道路设置“智慧停
车”泊位并实施收费管理，
并将城区新增道路临时停
车泊位列入我市 2020 年、
2021 年“民生 100”工程和
2021 年“十大民生实事”。
株洲“智慧停车”项目实施
以来，路边停车泊位紧缺现
象缓解，市民交通文明意识
持续提升，形成各行其道、
文明有序的交通环境，为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添砖加瓦。

我市城区第二期道路
临时停车泊位自今年 4 月
份实施“智慧停车”项目以
来，涉及的 17 条城区道路

停车状况有明显改观。
其中，停车周转率直观

反映了停车服务能力。停
车周转率是指在一定时间
内每个停车泊位平均停放
的车辆次数。

来自株洲国投集团的
统计数据显示，城区第二期
道路临时停车泊位自4月1
日正式启动“智慧停车”以
来，庐山春天路等 17 条城
区道路的停车泊位周转率
稳步提升，日均周转率从

“智慧停车”运营前的 1.3
台次提高至6台次（部分道
路泊位日均周转率超11台
次），目前日均泊位使用率
62%，不断满足市民临时停
车需求。

同时，“智慧停车”项目
还有效促进了城区车辆停
放秩序进一步规范。城区
第二期道路临时停车泊位
运用了停车引导、智能缴
费、违停抓拍等功能。运行
3个多月来，为公安交警部
门提供视频证据链、套牌信
息5次，劝离僵尸车100余
台，违停抓拍系统已向交管
平台推送相关数据数百条，
全力支持全市停车执法及
停车管理。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
体记者/刘平）4月1日，设置
在我市城区 17 条道路上的
第二期道路临时停车泊位正
式启动收费管理。运营3个
多月来，对于改善道路通行、
缓解停车难究竟发挥了什么
作用？除了市民直观的感受，
数据更有说服力。

7 月 18 日，负责我市城
区第二期道路临时停车泊位
建设运营管理的株洲国投集
团通过统计数据给出了解答。

城区第二期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共有
1409 个，分布于庐山春天路、劳动路、黄
河北路、珠江南路、新里程路等17条城区
道路。

自 4 月 1 日起启动“智慧停车”项目
后，停车秩序如何？停车泊位使用情况如
何？7月18日，本报记者来到天元区庐山
春天路一探究竟。

下午 3 时 20 分左右，记者和株洲国
投集团工作人员在庐山春天路看到，道路
两边一改以往一位难求的现象，一停多天
没人动的现象已经绝迹，不少停车泊位虚
位以待。根据株洲“智慧停车”平台数据
显示：庐山春天路107个收费停车泊位中

有59个空闲，占用率约为45%。
“现在过来，有停车泊位挑。”附近居

民聂先生表示，在停车泊位收费运营前，
想在路边停车，经常找不到位置。现在，
找停车泊位基本不用愁。而且，只需拿出
手机登录“智慧株洲·诸事达”App，无需刷
卡，不用现金，线上自助缴费停车，全程只
需要1分钟。聂先生说，如果时间比较急，
还可以先走再付费，操作十分快捷智能。

居民陈先生称，过去这个路段的部分
停车泊位长期被沿线商户的私家车占
用。如今，很多停车泊位腾出了位置，广
大车主不仅停车方便，还能享受半小时内
免费停车的政策优惠。

“智慧停车”启用
停车不再一位难求

▲庐山春天路部分停车泊位虚位以待。 记者/刘平 摄

日均周转率提升4.6倍
找停车泊位不用再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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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头顶烈日、奔波于大街小巷的外卖小哥李
国昌（化名）在送餐过程中中暑倒地。然而，因为中暑而发
生职业伤害，在维权路上，外卖小哥面临劳动关系模糊、工
伤维权举证难的“两道坎”。专家建议，像外卖骑手、快递
员这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享受相关法规条款福利和
高温补贴上应当一视同仁，相关部门要加强监管，畅通劳
动者高温劳动保护维权渠道。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伍靖雯）“天
气这么热，垃圾车不密闭运输，臭气熏天，希望
有关部门好好管一管。”昨日，出租车司机陈先
生向本报记者反映，最近至少两次在路上开车
时突然闻到恶臭，发现是未密闭的垃圾清运车
造成的。

根据陈先生的指引，昨天中午 12 点，记者
在天台路、黄河北路等路段观察，也碰到了这一
情况。天台路上，一股臭气突然传来，一辆垃圾

清运车明明安装有可密闭的后盖，却完全敞开，
散发出臭气，跟随在后的车辆纷纷加速驶离。

“这肯定是不合规的。”市城管局市容环卫
管理科有关负责人说，根据我市相关规定，目前
各区已全面引进环保、全密闭、防渗漏的生活垃
圾收集车辆，并要求做到全密闭作业，杜绝运输
过程“抛、冒、滴、漏”等现象。就在上周，该部门
还专门组织各垃圾收运企业开会，强调要密闭
运输，防止臭气外溢等问题。

外卖小哥送餐路上中暑 咋维权？
律师：劳动关系模糊、职业性中暑举证难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马文章

太臭了！垃圾车不“关口”

▲7月19日，天台路上，一辆未密闭的垃
圾清运车散发着臭味。记者/伍靖雯 摄

用更人性化规定为他们
撑起“保护伞”

马文章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经济的迅速发展，
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工等“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在高温天气从事露天作业。但与电
力、建筑、环卫等传统意义上的户外劳动者
不同的是，很多地方这部分劳动者没有高温
补贴，没有意外保险，甚至没有签订劳动合
同。在一些法规保障和政策红利面前，他们
仍是“弱势群体”。

给予他们“真金白银”的保障和人文关
怀，是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应有之义，高温
下任何劳动者的权益保障不能有“死角”。

先看国内部分城市做法。日前，上海
市诞生了首份服务平台企业与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民主协商纪要。其中，包括加强构
建送餐员安全防护体系，在极端恶劣天气，
相应适时调整配送机制，保障送餐员配送
安全；提供夏季关怀物资，为各站点配备防
暑降温用品，做好外卖送餐员夏季防暑工
作等。

浙江省的室外高温津贴标准为每月300
元，发放时段为6月到9月，签约骑手可以享
受这一政策。东莞市的专送外卖骑手能每
个月领到约400元的高温津贴。

笔者认为，我市人社、工会等部门单位
要加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普法教育，加
大投入防暑降温公共设施和服务；服务平台
考虑在高温天气，优化算法，降低劳动强
度。尽可能协助劳动者调取和固定在线证
据，协助劳动者申请工伤认定。

当你在享受外卖方便之余，请对骑手的
工作给予尊重和包容，不要吝啬说一句“辛
苦了，谢谢！”

▲一位外卖骑手在送餐路上。记者/马文章 摄

记者手记
诊断为职业病，用人单位必
须负责

现实中，除非被“烤”倒，骑手们
很少进行自救，更对高温劳动保护、
职业中暑工伤维权等情况了解甚
少。

记者梳理发现，在国家层面已
有多部法律法规为“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高温保护权益“撑腰”。

人社部、全国总工会等八部门
共同印发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
中，要求企业对不完全符合确立劳
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
劳动管理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
保障承担相应责任。

此外，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改
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落实
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
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外卖
送餐员在法定节假日、恶劣天气、夜
间等情形下工作的，适当给予补贴。

换言之，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劳
动者因高温作业或者高温天气作业
引起中暑，经诊断为职业病的患者，
其诊治费、在接受治疗期间必须享
有的生活费用以及康复费用也一律
由用人单位承担。

“工伤鉴定要以存在劳动关系
为前提，虽然外卖小哥在劳动关系
认定上存在一定争议，但服务平台
出于人道主义和法制精神还是要主
动为员工维权。”有专家表示，高温
作业发生中暑后，用人单位应立即
将伤患送往医院救治，并在两个工
作日内，积极向当地人社部门递交
工伤认定资料，包括工伤认定申请
表、劳动关系证明和诊断证明等。

劳动关系认定、职业性中暑举证面临两难

“热死人”可不是一件玩笑话。据媒体报道，7 月 13
日，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收治了一位外卖小哥患者。因为
重度中暑，发生热射病，被送到医院来的时候，已经没有了
呼吸。

那么，因为工作而导致的中暑甚至更严重的热射病，
属于工伤吗？答案是肯定的。

早在2002年，国家相关部门联合下发的《防暑降温措
施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劳动者因高温作业或者高温天气
作业引起中暑，经诊断为职业病的，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中暑分为轻症和重症。轻症中暑表现为头晕、大量
出汗、全身乏力、心悸等。重症中暑，包括热痉挛、热衰竭
和热射病，严重者会出现脱水、肾功能不全等现象。”市中
医伤科医院内科医生刘雪梅介绍，特别是热射病，若不积
极治疗，死亡率超过50%。

对于此事，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株洲）律师易露认
为，外卖骑手因高温中暑申请认定工伤面临“两道坎”：一
是骑手与平台之间的劳动关系认定，二是职业性中暑的工
伤认定。

易露分析说，平台在用工方面多采用外包、众包、合作
用工等形式，导致证明劳动关系认定存在困难。传统工伤
认定根据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原因进行综合认定，而
骑手工作时间自由，工作地点是在路上或者不固定，这些
都会增加工伤认定的举证难度。

送餐路上被“烤”倒

7月17日下午3时许，气温逼近38摄氏度。骑手李国
昌赶往天元区苏宁广场取餐，他停下车，大步流星往商场
跑。此刻，他的脸早已满是汗珠，气喘吁吁。

李国昌是名90后，当外卖骑手已有5年，主要负责天
元区几个大型商圈送餐，日单量在60单左右。

“虽然防晒装备一件不落，但脸还是晒得特别黑，衣服
湿了又被晒干，早已经习惯了。”李国昌告诉记者，中午用
餐高峰期单量多，有些客户所在小区没有电梯，他不得不
爬楼梯、一路小跑送餐。当天，在前往花园二村小区送餐
时，离交餐时间不足 1 分钟，浑身大汗的李国昌在爬楼梯
时眼冒金星，摔倒在楼梯间。但他马上爬起来，强撑着送
完这一单。

“即便已经出现中暑症状，我也不得不与时间赛跑，因
为超时就等于这单白跑了，还要被罚钱。”李国昌说，事后
他向领导提出，因为送餐途中摔倒了，还中暑了，有没有适
当的补贴，但这事没有结果。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从6月到9月，李国昌能享受到每
月100余元的高温补贴，但这个补贴并不是所有站点的骑
手都有。

有关部门负责人直接说，外卖小哥、网约工这类劳动
者，在劳动关系认定上存在模糊空间，又没买工伤保险，他
们一般不接受维权投诉。

讲述

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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