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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中旬的一个早晨，大概 8 点多钟，记者来到

河西的湘江风光带散步。

那天，天气晴朗。清新的空气夹杂着湘江的气

息，沁人心扉；不疾不徐的秋风拂面而来，令人心

怡。虽是大清早，但江边的小路上已有不少市民，有

骑自行车的年轻男女，有携手散步的老年夫妇，还有

穿着短裤背心的跑步者……眼前这一切，与湘江风

光带的美景构成了一幅和谐而温馨的画面。

然而，正当记者心情舒畅之际，恶心的一幕映入

眼帘：远处，一位看上去 40 来岁的女子带着一条起码

重达 30 斤的宠物狗（不知啥品种），在草地上拉屎！

那女子已经放开了狗绳，默许了狗的行为。

看到这一幕，记者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感觉

那泡狗屎不是拉在了 10 多米处的公共草坡上，而是

拉在了自己的身上。

之后，记者想到了一个问题：湘江风光带的狗屎

是不是很多呀。于是，记者突发奇想，决定做个现场

调查。

记者当时在风光带“左岸香颂”的标示牌处，便

沿着草坡上的小路（柏油路）往南方向走。说明一

下，这一段应该是湘江风光带最具代表性的一段路，

因 为 当 年 重 点 打 造 的“ 酒 吧 街 ”的 欧 式 木 楼 就 在

这里。

就这样，记者从“左岸香颂”走到“鸽子潮”餐饮

店处，统计出两个数据：一，这段路一共有 200 步，不

多不少；二，路边草坪上共有 14 堆狗屎！为了证明，

记者当时还录了视频。

如此结果，令人咂舌，令人恶心，也令人气愤！

砸舌的是：没想到这么美丽的地方，竟被如此糟蹋。

恶心的是：这些狗屎如此堂而皇之的存在，肆无

忌惮地出现，令人恶心。

气愤的是：湘江风光带是株洲的知名景点，也是

株洲人的骄傲，却被糟蹋成这样子，真是令人气愤。

记者希望有关部门能严格管控那些不讲文明的

养狗人，同时也呼吁株洲养狗人能爱护公共环境，做

个文明的“铲屎官”。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贺天鸿） 买受人

明知是抵押车而购买，四年后车被抵押权人拖走，抵

押权人的做法是合法自助行为还是侵权行为？近

日，芦淞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侵权纠纷案。

2018 年 10 月，郭某明知车辆为涉案车辆，存在抵

押有被扣押风险，仍以 8.6 万元的价格从二手车行购

买了涉案车辆。

去年 8 月，郭某入住我市某酒店，并将该车辆停

在酒店停车场。次日凌晨，车子被抵押权人委托的

拖车公司拖走。拖车公司电话告知酒店前台，酒店

遂通知郭某并报警。出警人员了解到车辆涉及其他

经济纠纷，故未予立案侦查。此后，抵押权人将车辆

交由了人民法院公开拍卖处理。郭某认为酒店及拖

车公司存在过错，于是向法院提出诉讼，诉请法院判

令酒店、拖车公司共同赔偿车辆损失 8.6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郭某购买案涉车辆时，明知涉案

车辆存在抵押限制性权利，有随时被扣押执行的风

险，但郭某仍恶意购买抵押车辆系自甘风险的行

为。并且郭某未取得涉案车辆的所有权，是无权占

有。所以郭某要求酒店赔偿车辆的损失，无法律

依据。

而拖车公司受抵押权人委托，将车拖车，同时告

知了酒店。该案中，抵押权人在不能实现抵押权的

情况下，根据合同约定将车辆拖走交由法院处置，并

不属于法律禁止性行为。所以拖车公司的拖车行为

是抵押权人的授权，属于抵押权人自救行为，不属于

侵权行为。

另外，郭某在明知车辆为债权车，为了贪图便

宜，自甘风险购买，并使用车辆四年多之久，降低了

抵押物的价值，影响了抵押权人抵押权的实现，其行

为损害了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利益，有违公序良

俗。最终，法院驳回了郭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沈全华 通讯员/
姚禹 仉毅） 近日，省高警局株洲支队天元大队

民警巡逻至京港澳高速（南往北方向）1580 公里

处时，发现一小车停在应急车道内，车辆后方却

没有设置任何的防护措施，民警上前查看发现，

驾驶人竟在车内睡觉。

经询问得知，驾驶人俞某从衡阳市新塘收费

站驶入高速公路。因头一天晚上没有休息好，开

车感觉越来越困。途经朱亭服务区，他没有进去

休息，自认为还能坚持一下，到下一站的建宁服

务区再稍做休息。实在扛不住了，他就将车子停

在应急车道，打个瞌睡再走。

最后，民警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告

知其行为的危害性和严重性，对俞某非紧急情况

下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上停车的违法行为，依法

处以驾驶证记 9分、罚款 200元的行政处罚。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沈全华
通讯员/张人允）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而老

年人因缺乏交通常识、应变能力较弱，易成为交

通事故高发群体。10 月 25 日，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发布 3 起涉老交通事故案例，提醒大家将这

些内容转给家中的老人。

2022 年 4 月 13 日上午 10 时，69 岁的王某香

步行从天元区泰山广场智轨站台出来，打着雨

伞，沿着泰山路与长江南路路口北口斑马线由

西往东闯红灯横过道路，被沿着泰山路由西往

东驶入路口左转弯的一辆小车撞倒在地，导致

其身体受伤。

2022 年 4 月 28 日，刘某驾驶小车沿着天元

区泰山路由东往西行驶至莫林酒店附近路段

时，与由北往南突然奔跑横穿道路的 70 岁行人

李某元发生碰撞，造成李某元受伤及小车受损

的道路交通事故。

2022 年 7 月 3 日，付某林驾驶一辆摩托车沿

着天元区长江南路由北往南行驶至共和城小区

前路段时，与由西往东横过长江南路的 74 岁行

人罗某盛发生碰撞，造成罗某盛受伤的交通

事故。

株洲交警提醒，老年人步行外出时，应走人

行道或靠路边行走，避开机动车和非机动车。

同时，注意交通信号指示灯及路边停止车辆的

动态，小心车辆突然开门而被误伤。经过路口，

尤其是没有斑马线和信号灯的路口时一定要小

心谨慎，确认没有危险后再通行。另外，谨记不

要乘坐货车、三轮车，选择合法交通工具出行。

遛狗者不做“铲屎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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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难、停车烦，我市如何对症出招？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伍靖雯

白天，企业旁、餐馆边，停车“见缝插针”，但不远处的收费停车位却是虚位

以待；夜晚，小区内车头贴车尾，小区外停车即便有贴条、盗损风险，仍可能“一

位难求”……

停车难、停车乱、治理难，这样的烦恼是“城市之痛”，阻塞着动态交通的畅

通，考验着社会治理的效能。

今年以来，株洲下定决心深度推进停车管理工作，治理顽瘴痼疾。

治理停车难，市民车主有何期盼？株洲又将如何“对症下药”？

停车难、停车乱，一直是社会各界

关注的重难点问题。

这种重视背后，是日益凸显的停车

供需矛盾。

截至去年底，我市中心城区（不含

渌口区）机动车保有量达 34.15 万辆，停

车位约 35.1 万个。按照国家畅通工程

平均指标体系测算，城区停车位供给量

应达到 41万个，缺口 5.9万个。

相关调查估算，假定每辆车每年行

驶 2 万公里，时速 50 公里，则全年的动

态交通行驶状态只有 400 小时，而静态

停放状态达 8000多小时，占 95％以上。

可 见 ，给 车 辆“ 安 家 ”是 最 大 的

问题。

而现实是，很多车辆“无家可归”，

以至于人行道、车行道被机动车挤占的

情况比比皆是。

10 月 28 日，天元区嵩山路一处写

有“请勿停车”的提示牌下，4 辆私家车

在人行道上一字排开违停；芦淞区解放

街的道路两侧，车辆随意停放，也让周

边居民“见怪不怪”。

不可否认，停车难、车位数量不足，

一个重要原因是早期对私家车保有量

爆发式增长的预判不足，相关配建标准

保守滞后。

2005 年前后，我市的人口规模专题

论证预判，到 2010 年，株洲城市人口规

模约为 100万人，2020年约为 130万人。

2009 年，我市发布的城市规划管理

技术规定相关文件明确，二类住宅每户

配建 0.2-0.5个车位。

然而，此后城市化建设提速，城市

人口规模快速增长，经济腾飞也使汽车

消费成为百姓寻常。

对于城市治理来说，更新小区车位

配建标准，成了必要的解决方案。

2012 年修订版《株洲市规划管理技

术规定》，将新建小区配建车位标准修

订为，普通住宅每户配建 1 个车位，公

租房（廉租房）每户配建 0.5个车位。

2018 年 ，这 一 文 件 再 次 更 新 ，明

确新建房地产项目地下车位配比，统

一按照“老城区普通住房每 100 平方

米 0.8 个 ，其 他 区 域 每 100 平 方 米 1

个”执行。

配建规定与时俱进，标准越来越科

学合理。但无法忽视的问题是，老城

区、老旧小区的车位供给已经很难跟上

实际需求。

“要是我有车位，谁愿意违停啊？”

天元区泰山路小区居民何进告诉记者，

小区停车位严重不足，以往他只能冒风

险到路边违停，因为停车造成的邻里纠

纷也屡见不鲜。

实际上，我市一直在推进错时停

车、共享车位来盘活存量资源，缓解老

旧小区停车难问题。

这是好办法，但推广不易。

2017 年，我市就协调推进城区的

机关单位，在双休日、节假日及夜间错

时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停车位资源。

但不少单位出于安全问题考虑，开放

的积极性不够，车主进出的便利程度

不高。

去年以来，我市再次强力推进这

一 工 作 ，截 至 目 前 已 争 取 市 直 机 关

院 落 开 放 4599 个 停 车 位 。 但 是 由 于

信 息 不 畅 ，这 一 便 民 工 程 的 实 际 效

果 还 有 待 观 察 ，“ 这 些 开 放 停 车 位 的

机 关 单 位 ，能 不 能 挂 牌 明 确 开 放 的

时间、要求？”采访中，不少车主提出

这一期望。

10 月 29 日，天元区嵩山路上，虽然

收费的临时泊位充足，但仍有车辆不肯

“入位”，而是在泊位周边违停。

近年来，不少城市将提高停车收费

标准，作为综合治理交通拥堵的举措之

一。“路边随便停个车就是 5 块 10 块，太

贵了。”在不少有车一族看来，路边停车

收费贵，于是想尽办法“钻空子”。

但是，在许多车主对停车收费有

怨言的同时，停车管理企业也是“一肚

子苦水”，负责我市停车设施建设运营

的相关平台公司负责人，曾在全市停

车管理工作会议上表示，停车泊位的

建设运营、人员配置等等，都是企业的

成本。投入成本大，投入产出比不高，

部分公众不够支持理解，还面临着恶

意逃费、收不上费等情况。

此外，早年一些对外收费的“黑停

车场”，也影响着专业的停车管理企业

在市民心中的形象。

据悉，为了提高停车设施管理运

营，9 月，我市组织前往南京、常州进行

调研，对标补齐短板。比如，南京、常州

都将公共停车场、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

场和路内停车泊位信息接入统一的管

理平台，实行“一网统管”，以此为市民

提供更便捷的停车信息查询、车位导航

等服务，同时通过强化市场调节，提升

老城区、中心商圈等区域的停车资源周

转利用率。

种种针对公共停车场、路内停车泊

位的治理举措，都是鼓励市民“快停快

走”，而不是长期停放。

“同样是中心城区，商业区、不同小

区周边的停车费标准，是不是可以更精

细一点？”对此，也有市民认为，停车收

费应该更加精细，停车管理的收入、用

途等应更加公开透明，“停车收费是否

形成良性循环，费用是否专款专用于停

车设施运营建设，都直接影响着车主对

这项工作的认同感和配合程度。”有市

民表示。

“每天匆匆上班，就是为了抢停车位。”在天元区莲花路附近上班的

市民小李说。

她工作的企业车位较少，职工的车辆基本都停在附近的路上。

“虽然知道是违停，但也没办法。”小李说，大家都知道这附近停车

难，如果有执法人员来了，就赶紧先把车开走。

不少市民车主，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这几年，正是因为车位供需不平衡、停车难等问题引起公众热议，柔

性执法、人性化执法的呼声也越来越多。

为此，株洲城管部门推行“10 分钟违停免罚”制度。对于市民来说，

这毫无疑问是好事一桩。但从管理角度来说，执法队员需要拍照取证、

复核，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工作量。此外，部分车主“躲猫猫式”违停，也是

对守法停车的市民的不公。

治理违停，如何进一步提质增效？

目前，我市对于城市违停，主要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城市管理相

关条例等，对违停车辆进行处罚，执法手段较为单一，执法人工成本高，

违法成本低。

记者获悉，目前我市正在积极推进停车管理条例立法，通过出台

地方性法规，更因地制宜、精准高效地为治理停车难、停车乱提供法

律保障。

此外，考虑到目前全市仅有 20 处高空抓拍球机，违停重难点区域的

监控力度不足，我市也在推进违停整治信息化项目建设，提升违停治理

质效。

解决停车难、停车乱，需要久久为功。

“天台路也有停车需求，但为什么很少看到违停？”“能不能一条条道

路推进违停治理，每年打造一条‘天台路’？”采访中，不少市民的提问和

期许，引人深思。

车位配建不足？
供需矛盾日益凸显1

路内泊位管理难？
如何更加精细便民2

违停治理难度大？
地方性法规、信息化手段有望助力3

天元区一处写有“请勿停车”的提示牌下，多台车辆在人行道上违停

记者/伍靖雯 摄

嵩山路上收费的路内临时泊位充足，但仍有车辆宁可违停不愿“入位”

记者/伍靖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