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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泰来

10月10日早上，济南市济泺
路与东西丹凤街交叉口附近发生
了一起大客车与电动车相撞事
故，电动车上两人被卷入车底，受

伤严重，这一事件再次引发公众
对电动车事故的关注。

近年来，跟电动车有关的事故
不断攀升。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7
年的5年间，全国就发生电动自行
车肇事致人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5 . 62万起，造成死亡8431人、受伤
6 . 35万人、直接财产损失1 . 11亿元。
南京市今年8月公布的一份数据显
示，去年该市的交通事故中，电动
车事故占比高达49 . 9%。这些数据
表明，电动车事故频发，已经到了

必须采取强力措施遏制的地步。
电动车事故多发，一来是因

为其巨大的保有量。此外，由于缺
乏政策依据，电动车长期处于监管
盲区，违法行为屡见不鲜。

具体到此次的事故，虽然交
警部门尚未发布对事故的调查报
告，但可以肯定的是，事发时涉事
电动车属于逆行状态，事故与违
法紧密相随。

基于这些原因，各地已着手
进行电动车的规范管理。去年开

始，全国范围内都实施了电动车
挂牌管理，江苏、浙江等地则出台
了相关条例，在挂牌之后对电动
车进行规范、细致的管理。

省内目前已经完成了电动车
的集中挂牌工作，但关于电动车的
进一步管理至今没有权威政策出
台。挂牌并不能提高电动车主的法
律和安全意识，真正减少电动车违
法，遏制电动车事故发生，依旧需
要进一步的举措。有必要借鉴外省
市先进经验，结合本地实际，出台

电动车管理条例，真正将电动车纳
入日常精细化、规范化管理。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电动车
数量的急剧增加，其路权地位并未
得到应有的保障，非机动车道狭窄，
甚至未设非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
断头、被占用等情况非常普遍，这也
是导致电动车走机动车道、逆行等
的原因所在。从根子上遏制电动车
事故，这个问题同样不能忽视，需要
在政策上对电动车路权予以明
确，保障其合法通行权利。

“这个儿媳妇比闺女强得多”
谷秋丽9年如一日，细心伺候瘫痪婆婆

电动车事故频发，车主未必负“全责”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冯琳

家住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鲸
园街道北仓社区的谷秋丽，结婚
30多年来一直是远近闻名的好儿
媳。近年来，这位好儿媳身上的

“砝码”越来越重了。2002年，谷秋
丽的公公去世，2008年，谷秋丽的
丈夫去世。她独自担起了照顾婆
婆的重任。9年前，婆婆王术玲突
然瘫痪，为此，谷秋丽选择在家门
口的小饭店打打零工，每天往返
数趟照顾婆婆。尽管自己身处困

境，谷秋丽仍想帮助他人，近12年
她共计义务献血15次。

谷秋丽打零工的饭店距她家

不到300米，为照顾老人，谷秋丽每
天五六个来回往返于家和饭店之
间。谷秋丽感激地说：“难得有离家

这么近的单位肯接纳我。老板人很
好，每天准我回家好几趟。”

虽有瘫痪老人，但谷秋丽家
却没有一丝异味。据了解，婆婆的
贴身衣物，谷秋丽每天都为她换
洗，还不时为她擦洗身子。

谷秋丽曾干过护理，如今，与
她同期学护理的姐妹都做了月
嫂，收入可观。但是为了照顾老
人，谷秋丽只能在饭店从事洗菜、
刷碗等各种杂活。婆婆歉疚地表
示，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儿媳妇不
仅能找到更好的工作，也能重新
嫁个好人家。谷秋丽“守寡”12年，
每次有说媒的来，谷秋丽第一条
就是“带着婆婆嫁”，然后对方便
没有回音了。

尽管生活拮据，这个小家还是
其乐融融。逢着有人来探望，婆婆

就说：“都说闺女是贴心小棉袄，我
这个儿媳妇比闺女强得多。”

夏天暑热，谷秋丽搬到小屋
住。其他时节，婆媳俩挤在同一铺
炕上，盖一床被，说说话，也方便
谷秋丽半夜照顾婆婆起夜等。

谷秋丽今年57岁，婆婆今年
87岁，同住了半辈子，两人比亲母
女还亲。

多年来，每逢过年过节，都有
领导来家里探望老人，谷秋丽很
感激，便想着回报社会。可思来想
去，只有一腔热血可以奉献。

12年前，她在街头看到献血
车，上前询问，知道可以义务献
血，便开始了“献血之路”。每次她
都坚持献400ml。谷秋丽说：“规
定最多400ml,要不然我还要多献
一些。我身体挺好的。”

谷秋丽细心照顾婆婆，每天起床都要给老人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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