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现状调查】

◆电动车无牌被

盗难找回

家住鹤翔西区的王先生，

3

个月前刚刚丢了自己心爱的

电动车。 他告诉记者说，他已

是近

70

岁的人了， 每天出门

买买菜， 接接上小学的孙子，

他大女儿为出门方便，去年花

费

2000

多元给他买了一辆电

动车，但是没想到骑了还不到

一年就丢了。

电动车丢了之后，王先生

赶紧到派出所报了案，希望车

能追回。 但是派出所的民警告

诉王先生，虽然电动车的价格

比自行车高很多，有的甚至比

摩托车还贵，但由于电动车没

有上牌照，追回车难度很大。

记者了解到，不仅王先生

有痛失爱车无法找回的经历，

还有许多市民也表示，车丢后

由于没有上牌照， 即使报了

警，一般也无法找回。

◆电动车无牌易

酿事故

记者在市区不同路口目

睹的

5

起交通事故中，无一例

外都有电动车“参与”。

市交巡警支队三大队负

责新区所有道路交通事故的

处理。

5

月

10

日，三大队事故

中队中队长李波忧心忡忡地

告诉记者，在我市，电动车几

乎每天都在出事故，事故率高

达

70%

。 事故中，电动自行车

的驾驶人轻者伤， 重者亡，给

自己和他人带来极大的伤害。

李波介绍，很多市民对电

动车的认识存在误区，他们认

为电动车不用上牌照，充电很

省钱，又不必像摩托车那样办

理驾照、接受管理，所以很多

人出门都喜欢骑。 然而，问题

正出在这里，绝大多数人没有

经过专门培训，电动车驾驶技

术并不熟练，又因为存在监管

真空，所以很多新手就很放心

地上路了，从而造成随着电动

自行车保有量的逐年增长，由

其引发的事故率也年年都在

走高。

【 市民热议】

◆整治电动车该

出手

家住新区福田一区的张

衡对记者说，现在大街上的电

动车特别多， 而且速度还快，

常常悄无声息就到了身后，吓

人一大跳。 他说，有一次他带

着孩子走到一个路口转弯时，

一扭身，一辆电动车已到他们

身旁，差点儿撞上。 至于电动

车闯红灯现象， 他也经常看

到。 之所以电动车驾驶员不把

交通规则当回事，他认为是电

动车没有在交警的监管之列，

电动车主随心所欲。 他认为应

该给电动车上牌照，让其处在

交警的监管之中。

◆提倡上牌但不

要收费

“给电动车上牌很麻烦

的，又得审核，又得交钱，这会

不会成为劳民伤财的举动？ ”

家住市委

3

号院的许先生说，

按国家规定，电动自行车属于

自行车，没有必要像机动车那

样给其上牌，况且人们骑电动

自行车就是为了便捷自由。

“电动车虽然有了‘身份

证’， 但上牌可能会加重负

担。 ”市民董莉莉说，她家有辆

摩托车，当初上户、办驾驶证、

培训共花了

2000

多元， 这是

一笔不小的数目。 她说，人们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 又方

便，本应该提倡，为了便于管

理， 电动车上牌照也是很好，

但是，如果上牌还要收许多费

用、办许多手续，是不符合民

心民意的。

◆上牌不是根本

关键在宣传

某中学教师李艳已经骑

电动自行车上下班近

3

年，谈

到电动车是否有必要上牌照

时，她认为，这只是方便了有

关部门对电动车的管理，但从

老百姓的角度来说，并不能带

来明显的便利。

李艳说，现在的电动车越

来越多，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

些人骑着电动车在马路上超

速行驶，有的速度甚至达到每

小时四五十码，和机动车的速

度不相上下；还有些人过路口

时根本就不看交通灯，红灯随

便闯；更有一些人随便在机动

车道上行驶。 这些现象不是仅

凭上牌照就能控制住的，而是

某些人的素质有待提高。

他们告诉记者，这些都说

明一个问题，某些人的素质就

是不高，他可能真的不知道这

些安全常识，也可能是怀着一

种侥幸心理。 但不管怎么说，

这些问题仅仅通过给电动车

上牌照是解决不了的，还须加

强交通安全知识教育和宣传。

【 交警说法】

◆上牌后可降低

事故发生率

市交巡警支队三大队事

故中队中队长李波告诉记者，

如果电动车能上牌照， 首先，

市民需要办理驾照，这就必须

参加相关培训，了解车子的结

构， 掌握了电动车的驾驶技

术，就不至于新手上路因技术

问题闯出车祸；其次，可以加

强监管，因为红绿灯上的电子

眼可以拍下违规车辆的牌照

号，随后进行罚款，这可有效

减少交通违规行为的发生。 他

认为，给电动车上牌照既能大

大降低电动车的出事率，也能

给市民的人身安全带来保障。

◆电动车能否上

牌暂无定论

据市车管所车管科科长

付军介绍，给机动车上牌是根

据国家公告的规定执行的。 如

果公告中有这款车型那就必

须入户，没有则不能入户。 对

于电动车，国家还没有明确把

其纳入机动车范畴，因此暂时

还不考虑给其上牌。

“ 白色污染”依然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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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状调查】

◆不合格制品仍用

可降解产品难觅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在各

大型超市，“限塑令” 执行较

好， 均按照国家规定实行收

费，而且塑料袋实行收费之后

使用量大幅下降。 不过有市民

表示，“限塑令”在这里执行较

好是因为超市将成本转嫁到

了消费者身上，以前是超市免

费提供，现在是消费者出钱购

买， 所以超市当然乐意执行

了。

在农贸市场情况便不乐

观了，超薄塑料袋依然满市场

都在使用，而且是免费提供。

随后，记者又对一些快餐

店和小吃摊点进行了调查，结

果发现，一次性杯子、一次性

泡沫塑料饭盒均在大量使用，

仅是每天产生的此类垃圾，就

能装几辆三轮车。

超薄塑料袋、非降解一次

性饭盒大行其道，那么其流通

量究竟有多大呢？ 记者来到了

一家塑料袋批发商店进行暗

访。 在这里，堆成山的麻袋里

装有大大小小的超薄塑料袋，

而前来批发袋子的人络绎不

绝。 记者试探性地询问店主：

“一天能卖上万个袋子吧？ ”店

主的回答让记者吃了一惊，

“俺这儿都是成车往外拉的，

一天能拉好多车，每车少说也

有上百麻袋吧！ ”记者算了算，

每包麻袋共有

2500

个

-3000

个小塑料袋，

100

袋就是

30

万

个。 仅是一个小店铺，每天从

这里流出的不合格塑料袋，已

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随后记者

走访了几个快餐盒批发点，情

况与其类似。

在走访中， 记者发现，在

所有出售塑料袋及快餐盒的

店铺里，均没有可降解产品的

影子。 对此，某商户老板解释：

“可降解塑料袋每个成本都在

两三角以上，而普通的袋子才

两三分， 价格相差十多倍，你

说能卖得出去吗？ ”

【 部门说法】

◆处理方法不科学

管理措施跟不上

每天，我们都在制造着数

量惊人的“白色垃圾”，那么这

些垃圾最终流向了哪儿呢？ 记

者来到市环卫处进行了采访。

据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我

市并没有专门针对“白色垃

圾”进行分类处理，每天将所

有生活垃圾一起运到垃圾处

理厂，进行填埋处理。 而且国

内多数地市都是这样，因为目

前还没有科学针对“白色垃

圾”的处理方法。 该工作人员

还表示，虽然国家出台了“限

塑令”，但是我市“白色垃圾”

的数量并没有因此有明显的

减少。

对于“白色垃圾”的危害，

记者采访了市环保局的相关

工作人员。 该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白色垃圾” 的危害很大，

在填埋后经历数百年也无法

分解掉， 对土壤层的破坏很

大。 有的人会把此类垃圾焚烧

掉，那么焚烧时还会产生有毒

有害气体，对空气造成二次污

染。

“白色垃圾”危害大，但与

此形成巨大矛盾的是国家并

没有具体的针对“白色垃圾”

的强制管理和处理措施。 目前

的现状就是“多个部门管不住

一个小小的塑料袋”， 没有明

确的责任划分，也没有相关的

强制性管理措施。 市场对超薄

塑料袋等不合格产品有需求，

就有企业冒险生产，生产了就

有人使用，这已成为一个尴尬

的恶性循环。

【 市民建言】

◆提高环保意识

发展可替产品

如何才能有效地减少“白

色垃圾”污染呢？ 不少市民提

出了自己的建议。

市民王先生说，“限塑”只

是一个手段，根源还在市民的

思想上。 在其他国家，民众的

环保意识很强，即使免费提供

塑料袋，他也会拒绝使用。 只

有加大宣传力度，让市民意识

到“白色垃圾”的危害，自觉地

不去使用或减少使用了，才能

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市民董先生说，“白色垃

圾”的大肆泛滥，跟各部门的

监管力度不够也有很大关系。

如果国家能硬起手腕，明确管

理部门，制定严格的管理和处

罚措施，应该就会好一些。 还

要加强塑料袋等制品的回收

及循环利用，节约资源。

市民赵女士则表示，若要

从根本上解决“白色污染”问

题， 还是要大力发展科技，研

发可替代产品，并使这些可替

代产品的价格平民化，让民众

能够接受。 国家可以出台相关

的扶持和补助措施，对此类替

代产品生产企业进行鼓励。

塑料包装袋、一次性塑料杯、一次性

泡沫塑料饭盒……这些看似薄薄的生活

制品， 若埋在地下几百年也无法分解消

失，以致成了生态难以承受之重。

去年 6 月 1 日，“限塑令”的出台是否

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近日，记者对此

进行了调查。

晨报见习记者 李可 文 /图

电动车该不该上牌？

电动车已成为很多市民的代步工具，

它以其方便快捷深受市民喜爱。 但电动

车流行的同时， 电动车的管理也成市民

关注的焦点。“电动车该不该上牌？”近段

市民争议不断。对此，本报记者进行了调

查和采访。

限塑近一年

各方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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