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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电动自行车保有

量持续增长，因电动自行车引发的火灾

等也呈增长态势。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统

计，2023 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

灾 2.1 万起，较 2022 年上升 17.4%。为了

杜绝安全隐患，有关部门出台政策举措，

要求禁止电动自行车上楼充电。不过，也

有读者反映，禁止电动自行车上楼可以

理解，但也应同步做好配套设施建设，让

居民有地方充电、安全充电。一方面是人

民群众的出行刚需，一方面是不容忽视

的安全隐患，如何兼顾民生与安全，探寻

电动自行车治理最优解决方案？

既要防止不合格产品流入市
场袁也要杜绝私自改装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年来多次对

电动自行车质量安全进行抽查。其中，

2022 年电动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电池

质量国家监督抽查显示，电动自行车电

池抽查不合格率为 22%；2023 年国家监

督抽查情况通报中，广东、上海、山东等

15 个省份 171 家销售单位抽查电动自行

车 229 批次产品，发现 45 批次产品不

合格，其中有 17 批次产品充电器与蓄电

池不合格。

据了解，电动自行车引发的火灾大

多和电池有关。个别生产企业为了牟

利，产品质量把关不严，使用了不合格

的原材料。还有的企业则是片面追求电

池的高能量和行驶里程，忽视了电池的

安全性。

此外，有的消费者擅自改装电动自

行车，也是造成安全隐患的重要原因。

赵先生是一名从事外卖服务的“骑手”，

大部分工作时间都靠电动自行车配送。

他表示，由于外卖、快递等配送时间要

求比较严格，因此，当蓄电池续航能力

变差、速度提升有限时，部分从业人员

就会私自改装电动自行车，以提升续航

能力、提高车速。“有的公司为了安全，

统一配发了符合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和

电池，但‘骑手’普遍反映续航能力较

差、车速较慢。”赵先生说。

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副教授

冯旭宁表示，导致电动自行车起火的原

因，主要集中在私自改装电池、使用不

相匹配的充电器和电池老化上。违规改

装或加装大容量电池，技术门槛较低，

消费者自己就能改装，但安全要求很

高，稍有不慎就会导致安全事故发生。

“要消除电动自行车的安全隐患，一方

面需要强化国家标准，防止不合格产品

流入市场，要求企业提升安全意识，从

源头端管好电池出厂；另一方面，在严

把电池安全关的基础上，杜绝私自改

装。”冯旭宁建议。

河北井陉县读者孙建国建议，有关

部门应严查不合格电池，对制造和售卖

劣质、不符合国家标准电池的电动自行

车商家严惩不贷。同时，充电桩和电动

自行车生产厂家也要采取更加先进而

安全的技防措施，加强技术创新，从源

头上减少充电爆燃隐患。

建设足够数量的充电设备袁满
足居民需求

我国《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

规定》明确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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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小区都在醒目位置张贴宣传

画，采取多种举措禁止电动自行车上楼

或者居民携带电瓶上楼充电。不过，记

者走访一些小区后发现，违规现象仍有

不少。有的小区单元门上张贴着“禁止

非机动车停放”的标识，然而单元楼一

层大厅内就停放着电动自行车，楼梯间

里也停有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上楼现象难以杜绝，还

是因为居民有迫切的停车和充电需求。

山西太原市马女士反映，小区内许多居

民都是骑电动自行车出行，但小区一直

没有建设公共充电桩。“入住的居民逐

步增多，有充电需求的车多了起来，现

有的充电设备完全不够用。有的小区居

民就偷偷将电瓶拿回家充电。物业发现

这种行为一般会及时制止，但也只是治

标不治本。解决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建设

足够数量的充电设备，满足居民的充电

需求。”马女士说。

没有集中的电动自行车停车棚，或

者停车位、充电桩不够用，是眼下不少

小区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特别是在一

些老旧小区，空间本来就有限，基础设

施又陈旧老化，电动自行车停放和充电

问题更加突出。

山东潍坊市王先生反映，小区内部

分充电桩损坏长期得不到维修，车棚内

的充电桩又未安装齐全，难以满足居民

充电需求。“还有的车棚里停放了不少

无人认领使用的废弃自行车和电动自

行车，挤占了本就不宽裕的充电区域。

小区基础设施建设不能重建轻管，应该

想办法让车棚、充电桩物尽其用，真正

服务于民。”王先生说。

而在一些有集中停放和充电位置

的小区，有居民反映停放和充电费用太

高，增加了居民的负担。有小区物业曾

张贴通告，表示充电桩充电费由电费加

服务费构成，电费采用阶梯电价，服务

费则为电费的 20%。有小区居民表示：

“这样算下来，电费比自己回家充要高

出不少，而且电池容量越大、充电时间

越长，收费越高。有的居民因此不愿意

使用充电桩充电。”还有居民反映，部分

停车棚还要收取年费，“而且停车一年

收费并不便宜”。

疏堵结合袁消除电动自行车安
全隐患

加强管理和巡查是禁止电动自行

车上楼、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的有效办

法。对此，专家建议探索建立物业引导、

业委会约束、职能部门执法的综合管理

模式，督促、指导物业服务企业落实消

防安全管理责任，完善巡查、值班值守

制度和操作规程，及时发现不规范停放

和充电行为；做好消防设施日常维护，

及时发现和整改消防安全隐患，并按规

定向主管部门报告。

有读者表示，规范电动自行车管

理，宜疏不宜堵，既要消除电动自行车

上楼存在的严重安全隐患，又要给小区

居民提供便捷、安全的充电环境，这更

需要管理者的精细考量。

广东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

社区快递、外卖等蓬勃发展，电动自行

车充电需求旺盛。该社区党委书记黄鸿

江介绍，社区现已建成充换电设备 40

处、充电位 2167 个，形成 2 分钟充电圈。

充换电设备布局于符合楼宇安全距离

规范的空旷区域，

附近也配备了消防

设施，充分满足了

社区充电需求。“社

区一方面联合交警

对新业态企业进行

安全宣教，联合街道应急办定期开展安

全排查，另一方面通过线上线下广泛宣

传，进一步规范居民行为，同时认真检

查整改快递员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居

民飞线充电等，确保安全。”黄鸿江说。

针对电动自行车停车位、充电桩不

足的问题，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执行

院长胡小武表示，规范电动自行车管理，

小区应当保障建设户外集中电动自行车

停放充电场所，可以将一些公共区域优先

用于解决居民电动自行车充电问题。“对

于日益增长的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求，下一

步应该推动小区建设公共充电桩，规划沿

街的电动自行车停车位，补充建设公共充

电设施。”胡小武说。

山西盂县读者程瑜表示，有条件的

地方可以采取市场化运行模式，推进老

旧小区充电设施改建。对已经投入使用

的住宅小区摸清底数、分步实施，分批

增建、改建电动自行车充电棚；选择小

区分布较多的公共场所，建设小型集中

临时充电点，满足群众充电需求。

“城市内有大量的电动自行车使用

者，但街边的充电桩极少，大部分充电

桩设置于小区内，非本小区人员不让

进，给电动自行车使用者造成极大不

便。”四川成都市读者何勇海建议在商

场、公园等公共区域补充设置电动自行

车充电点位，且开发全城统一的电动自

行车充电桩线上检索渠道。

此外，还有地方提出电动自行车的

换电模式。浙江有关部门提出，率先在

快递、外卖等电动自行车集中使用行业

探索推广“以换代充”模式，推动换电市

场有序发展。在未来，规范电动自行车

电瓶规格和形态，方便换电站统一供给

电池服务，能够以安全、便利的方式，更

好地保障电动自行车的使用。

(向子丰)

让电动自行车便民又安全

严把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提升电动自行

车充电服务———

近日，有读者来信反映，乘坐火车、

飞机等交通工具出行时，到达站点后如

选择换乘地铁前往市内其他地方，仍需

在地铁进站口重新安检。遇上客流高峰

时，安检口经常排起长长的队伍。“乘坐

飞机、高铁前，乘客本来就进行过一次安

检，如果推动安检互认，地铁口这道安检

可以省去，能够节约不少时间和人力物

力。”有乘客说。

江苏南京的赵女士说，不同地方的

政策举措也不尽相同，比如同一座城市

里，有的车站早就实现了下高铁进地铁

免安检，而有的车站旅客换乘仍需再过

一次安检。

“安检是为了公共安全考虑，群众都

能理解。但希望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能

尽量提供一些便利，优化安检流程。”黑龙

江大庆的梁女士说，她女儿在外地上学，

每次坐高铁去女儿所在的城市，到站后都

要拖着大包小包在地铁口再安检一遍，

“我们也去过一些别的城市，高铁到站后

可以直接免安检上地铁，相当方便。”

近年来，有关部门也在积极推动安检

互认。交通运输部印发《城市轨道交通客

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法》，提出与火车站、

长途客运站、机场等相衔接的车站，提供

的安检场地应为安检互认提供便利，以减

少重复安检，提高通行效率和服务水平。

2024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的新版《铁路旅

客运输安全检查管理办法》也提出，鼓励

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民航、道路、水路等

有序衔接，实现安全检查互认。

今年年初，有网友在“领导留言板”

上留言，反映从重庆北站地铁站进入重

庆北站高铁站需要二次安检，非常不方

便，希望能够实现高铁地铁安检互认，以

便旅客拥有良好的乘车体验，减少人流

聚集压力。

对此，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

司重庆铁路办事处回复表示，重庆车站

与重庆轨道集团高度重视列车运行安全

和市民乘车的便捷性，重庆市轨道集团

已对铁路安检工作达成单方认可，即乘

坐列车到重庆各火车站并出站的市民，

通过专用通道乘坐轨道交通时，轨道公

司不再进行安全检查，市民可以直接进

站乘车。因列车运行方式、区域、安检条

件等差异，乘坐轨道交通到达火车站乘

车的市民，在进入火车站时仍需接受安

全检查。据了解，目前国铁成都局所辖的

成都东站、成都南站、犀浦站、重庆北站、

重庆西站、贵阳北站等综合交通枢纽站

已实现安检单方信任。

“目前，对于具备条件的城市交通枢

纽而言，按照不同交通工具安检标准‘就

高不就低’的原则，执行单向安检认可并

不难实现，至少可以实现高铁出站旅客

免安检乘坐地铁。”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

院副教授秦煜说。

安徽合肥的李女士表示，从去年上半

年开始，她发现从合肥南站到站换乘地铁

不用再二次安检了，合肥南站高铁与地铁

之间已实现单向安检认可。“从我外出旅

游出差的经历来看，不少地方的高铁站都

已实现了单向安检认可，像天津、厦门等

地的铁路枢纽，铁路乘客可由铁路到达层

直接进入地铁站。”李女士说。

据了解，目前部分站点无法实现安检

互认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安检标准

不统一，城市轨道交通和铁路分属两家不

同单位管辖，需要双方协调互相确认安全

责任主体问题，协商安检标准互信问题；

二是部分车站换乘空间并非封闭，为保障

交通运输安全，需要各自安检。

“部分城市火车站设计年代较久远，

设计之初并未考虑到后续地铁换乘问

题，铁路与地铁之间没有专用且封闭的

联络通道，想要在后续改造中实现连接

区域的封闭化难度较大。”秦煜说。

“为了让更多旅客能够方便换乘，提

高通行效率和服务水平，未来各城市地

铁、火车、飞机等相关主管部门应当进一

步加强协作，明确安检标准，减少重复安

检，兼顾安全与效率；对于一些与地铁相

连的车站和机场，应当合理规划改造站内

不同交通方式封闭性通道，确保出站口与

地铁的进站口无缝对接；在未来新建的综

合客运枢纽中，需要将乘客换乘的免安检

通道纳入设计标准。”秦煜建议。

广东广州的黄女士说：“随着经济社

会的发展，很期待在以后的智慧交通路

网建设中，不光是地铁换乘能够免安检，

还能看到飞机、火车、公交等多种交通工

具都能更好地互联互通，给乘客出行带

来更便捷的体验。”

渊沈靖然冤

姻百姓关注

推动安检互认 便利乘客出行

近日，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会

议，对 2024 年第一季度司法审判数据

开展分析研判会商，甘肃高院党组书

记、院长王中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数据显示，甘肃法院一季度审判质

量管理指标中，效率指标同比大幅提升，

审限内结案率提高近 15 个百分点，平均

结案时间缩短 40天以上，上诉案件移送

时间减少超过一半。二审开庭率增长超

过 20 个百分点，执行完毕率、首执案件

终本率、执行到位率均明显趋优。

会议要求，要“严管理”，精细化管理

“刑民行”各条线、“立审执”各环节、“法

助书”各主体，要抓好、抓实、抓细审判、

人员和责任管理，对标核心指标，找差

距、补短板，提质效。要“提能力”，结合

“司法能力提升年”行动，聚焦审判执行

工作，找准制约审判质效的长期性、根源

性、深层次问题，大力提升诉前、诉中调

解纠纷的能力和开展群众工作的能力，

做到“抓本治本”。要“精指导”，提高对下

指导的精准性，充分发挥综合审判团队

的综合调研能力和专业审判团队的业务

优势，精准分析全省法院存在的区域性

问题、类案重点问题、个案疑难问题，分

类施策、对症下药。要“强协作”，充分发

挥审判机关职能优势，推动府院联动向

纵深拓展，加强刑事、行政、环资、民事等

各审判领域与党委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

协作，解决机制性制约问题，协调推进诉

源治理工作。要“创新举”，针对司法数据

所反映出的长期制约审判质效的深层次

问题，要深入研判，敢于在方法上创新、

在管理上创新、在机制上创新，通过更加

具体、聚焦和完善的制度构建，实现全省

法院审判管理的规范化、专业化、科学化

和现代化。

渊潘静冤

甘肃：
第一季度平均结案时间缩短超 40 天

记者从公安部获悉，2023 年，全

国公安经侦部门共破获伪造信用卡，

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妨

害信用卡管理，信用卡诈骗、套现类

非法经营等犯罪案件近 5000 起，涉

案金额超百亿元，打击防范涉银行卡

犯罪各项工作成效显著。近日，公安

部公布 8 起严厉打击涉银行卡犯罪

典型案例。

1.北京公安经侦部门破获系
列盗刷信用卡案

2023 年 4 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

分局经侦支队对 3 起信用卡盗刷案件

线索立案侦查，经深挖拓线累计串并

35 起盗刷手段一致的信用卡诈骗案，

先后针对“跑分”取现团伙、“钓鱼盗

刷”团伙和提供手机、POS 机等作案工

具的帮助犯罪团伙开展三波次集中抓

捕行动，共计破获系列案件 460 余起。

2.上海公安经侦部门破获郑
某鑫等人利用 App 套现代还非
法经营案

2023 年，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

会同中国银联风险控制部，牵头驻沪

信用卡中心，针对银行支付领域 App

套现养卡风险开展专项调研，深挖犯

罪线索，取缔非法套现 App 平台 29

个，查获 App 非法截留银行卡交易关

键卡信息 5000 余万条，成功打掉以郑

某鑫等人为首的开发运营 App 平台实

施信用卡套现犯罪团伙 20 个。

3. 山东公安经侦部门破获
野6窑17冶特大非法经营案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侦

查发现，2023 年 3 月至 8 月，不法分子

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套现代理商 158 家、

会员 50 余万名，涉及信用卡 100 余万

张，公安机关成功摧毁涉及全国各地

集信用卡套现、非法支付结算、组织研

发套现 App 等犯罪活动于一体的黑灰

产网络。

4. 广东公安经侦部门破获
野3窑29冶特大信用卡盗刷案

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侦

查发现，2022 年以来，不法分子通过黑

灰产渠道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短

信轰炸”工具、“电话回拨”工具、非本

人实名的手机号码等，冒充信用卡卡

主、要求补办银行卡并大肆盗刷，所得

赃款实施转账分成，涉及商业银行 7

家、信用卡 900 余张，受损金额达 1100

余万元。目前，公安机关已成功全链条

打掉集“重制、盗刷、销赃”于一体的新

型信用卡诈骗犯罪团伙。

5. 四川公安经侦部门破获
野3窑03冶妨害信用卡管理案

四川省南充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侦

查发现，不法分子在本地大肆收购他

人银行卡，遂开展立案侦查，经对 2800

余张银行卡、600 余万条银行交易数据

进行研判分析后发现，该案涉及四川、

山东等 15 个省市，涉案银行卡 5500 余

张，犯罪分子非法获利逾千万元。该案

公安机关共打掉跨省涉卡犯罪团伙 13

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60 余名。

6.重庆公安经侦部门破获罗
某等人非法经营案

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经侦支

队侦查发现，2022 年 3 月以来，犯罪嫌

疑人罗某等人先后开发设计“优品生

活”等 16 个 App，交由不同的“项目

方”负责运营，并通过计算机程序智能

化帮助“客户”进行信用卡套现和代

还。经查，涉案 App 注册会员 12 万余

人，涉及信用卡 30 余万张。公安机关

对该案先后组织两波次集中收网，成

功摧毁横跨 16 个省市、团伙成员近百

人的多个信用卡犯罪团伙。

7.内蒙古公安经侦部门破获
野6窑08冶非法经营案

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公安局经

侦大队成功打掉利用微信小程序实施

信用卡套现的犯罪团伙 17 个，抓获犯

罪嫌疑人 20 余名。经查，犯罪分子以

公司名义开发具有线上信用卡套现功

能的小程序，为注册会员提供套现服

务，从中赚取会员刷卡费率与上游支

付通道的费率差；并制定会员等级制

度、推荐码、刷卡返利等制度，通过团

队营销、网络宣传、推荐返利、代理提

成方式，大肆招揽会员进行信用卡套

现，从中牟取非法利益。

8. 安徽公安经侦部门破获
野3窑10冶妨害信用卡管理案

安徽省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侦

查发现，2022 年 10 月至 2023 年 1 月

期间，嫌疑人侯某等人在多地大肆收

购成套银行卡进行出售，带领“供卡

人”前往指定地点实施大额犯罪资金

转账、取现等违法犯罪活动；此外，该

团伙通过设置工作室、网上招募人员

等方式开户银行卡、出售给上游犯罪

团伙进行洗钱活动，涉及银行卡 1000

余套。该案公安机关先后组织对涉嫌

贩卖银行卡的 17 省 70 余名对象开展

集群打击行动，打掉多个上下游犯罪

团伙。

渊梁秋坪 郝萍冤

公安部公布 8起严厉打击
涉银行卡犯罪典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