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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街摆的免费自行车该成城市亮点，却频频遭破坏，本报记者深入调查———

公共自行车，何时不再受伤？
文/本报记者 魏衍艳 实习记者 侯晓 片/本报记者 刘新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张琪 通讯员 严颖) 10

月17日下午，一辆大货车拉

了几十吨的苹果在威青高

速行驶，由于捆绑不结实，

苹果撒落一地。

17日下午1时，一辆大
货车正在威青高速路行驶，

一箱箱的苹果突然滚落在

高速路上，过往的车辆纷纷

避让。路政人员立即在该路

段设置警示标志指挥交通，

并协助司机将撒落路上的

苹果装箱，随后找来绳索将

苹果固定住。

据司机讲，该车所载的

几十吨苹果是要出口的，谁

知捆绑不结实导致苹果撒

一了地。路政部门提醒广大
司乘人员，特别是载货车
辆，在车辆拐弯、变道时，要
减速慢行。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鞠平) 民警救助了一名走

错路的醉汉后，刚送他到医
院醒酒，随后又在路边看到

一辆车窗没关的汽车，民警
费了很大劲找到了司机，原

来司机就是刚送去醒酒的醉

汉。17日晚，烟台世回尧派出
所民警遇到这样一件事。

17日晚11时，世回尧派

出所民警接到报警电话，一
名醉汉硬闯一家旅馆。到达
现场后，民警发现这名男子

醉得非常厉害，为了防止他

出现意外，民警打了120急救
电话，将男子送到医院醒酒。

在返回派出所的路上，民警
在青年南路上看到一辆车窗
似乎没关好的汽车，于是立

刻下车，发现这辆车停在路

边角落里，右车窗没有关好，

座位上有个皮包，里面有钱
包、证件、手机等财物。通过

电话，民警联系上了这辆车
司机的妻子，经过一番了解，

民警得知驾车的司机正是刚

刚被送去醒酒的醉汉。这名

醉汉当天借了朋友的车，可

没想到晚上喝酒喝多了，回

家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

将车停在了路边，而自己却

误闯到一家旅馆。

了解情况后，民警联系

上了这辆车的车主，一个多

小时后，车主带着备用钥匙

来到青年南路将车开走。

这名男子喝大了

酒后丢车又丢人

货车捆绑不结实

高速路上撒苹果

站点管理】职责有限，面对破坏很无奈
18日上午，记者沿滨海中

路走了一段，发现两座公共自
行车站点服务亭内空无一人，

北马路一站点以及科技市场附

近一站点的服务亭同样空空如

也。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部分

服务亭并没有配备相关工作人

员，而且部分站点配备的服务
人员职责有限，只是负责办

卡、协助市民借还自行车等，

其工作时间又有限制。管理员

下班之后对于自行车的管理成

了一个盲区，如果“破坏者”在

此时间段内进行恶意破坏，将

防不胜防。

三水大厦站点的管理员李

胜国告诉记者：“现在车亭还

没有通上电，昨天晚上我不到

六点就关门了。”据李胜国介

绍，自己进了一些货在车亭
卖，但车亭的安全设施不好，

害怕晚上被人偷，“我已经在

车亭睡了两个月了。”

部门说法】不属于公用事业管理范围
记 者 又 来 到 烟 台 市 城

市 管 理 局 的 公 用 事 业 管 理

科，苏科长表示，公共自行

车 不 属 于 公 用 事 业 的 管 理

范围，他们只负责进行道路

分析，为公共自行车车亭的

选址提供帮助。至于对自行

车 下 一 步 的 监 管 有 没 有 具
体的方案措施，记者在公共

自 行 车 的 管 理 方 — —— 中 国

人 权 发 展 基 金 会 没 有 得 到

明确答复。

记者调查】公共自行车，频遭恶意破坏
1 8 日，记者走访了市内

十几处公共自行车站点，发

现公共自行车惨遭毒手的例

子不在少数。在烟台科技市

场站点，准备办理自行车卡

的市民刘娟告诉记者：“有一

次在芝罘屯那边，我就看到

好几个自行车的车座被偷走
了。”刘娟表示，公共自行车

本来就是方便市民的，那些

下黑手的人实在是太没有公

德了。

三水大厦站点的管理员

李胜国拿出笔记本，指着登

记有自行车车号的一页告诉

记者：“这些都是下落不明的

自行车，公司统计出来让我

们留意看是否能找回。”记者

在这页纸上看到 1 3个自行车

车号。

在记者走访的十几个站点

中，管理员和不少市民都向记

者讲述了自己亲眼看到的公共

自行车惨遭毒手的例子。据了

解，车座被偷、车座被划、车子

被随意丢弃、车子上有明显的

划痕等是公共自行车最常遇到

的情况。

市民建言】站点能否设置监控系统？

如何才能更有效地保证公

共自行车不被恶意损害？记者随

机采访了部分市民。市民畅所欲

言，提出了不少有建设性的建

议。其中，莱山区的刘先生就提

到公共自行车的设立，能否随之

配备相应的监控系统，这样可以

在很大程度上对“破坏者”进行

约束，一旦发生人为恶意破坏，

通过监控，可以很方便地对破坏

者进行身份确认。

在北马路一自行车停放点，

记者恰好遇到了中国人权发展

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姜先生。对于

安装监控这一建议，姜先生表

示，公共自行车的投放点还有进

一步扩展的计划，此前建立的自

行车站点并没有考虑配备监控

系统，站点在进一步设立的时候

会考虑这一点。

工作人员正在收拾苹果。

18日，本报报道
了《谁朝公共自行
车车亭下的黑手？》

之后，引起市民广
泛关注。记者随后
就公共自行车“惨
遭毒手”的现象进

行调查发现，公共
自行车遭受破坏的
现象频繁发生，还
有不少市民为公共
自行车的安全问题

出言献策。

市区一处公共自行车站点

格记者手记

公共自行车，一道素质题
公共自行车在国内是

一个新事物，对于烟台市
民来说更是一个新鲜物
儿，市民争相办卡，投入了
极高的热情。可公共自行
车及停放站亭的接连遭人
恶意损坏，不得不拷问一
下有些人的素质。

公共自行车在烟台得

到了多数人的认可，也成
了街头上的一道风景，但
极少数人的不文明行为，

甚至是恶行，也让公共自

行车这个便民举措的发展
前景受到影响。公共自行
车方便利民，你喜欢它，就
花钱办卡，不喜欢，就可以
省下这部分办卡钱。正如

花钱购物，商家愿卖，买家
愿买。公共自行车没招谁
惹谁吧？

一位公共自行车管
理员也说：“一个新事物
猛然出现，有人不太习
惯，应该给他们多一些时
间去接受。”正如这位管
理员所说的，公共自行车

摆在街头，便民利民的同
时，如何看护好它、用好
它，也成了一道公共素质
题。面对这道题，每一位
市民都有责任交出一个
圆满的答案。

类似恶意破坏公共
自行车的事件还是不出
现了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