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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5月1日起施行

不戴头盔飞线充电能否迎“法”而解

2022年4月29日 星期五

记者 刘云鹤 杜亚慧

骑车不戴头盔
如何执法来保证效果

《办法》中明确了对电动车通
行的相关要求以及面临的处罚，
以手持方式拨打、接听电话以及
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由公安
交管部门给予口头警告，责令改
正，并登记相关信息;再次违反且
经责令改正仍拒不改正，或者造
成危害后果的，处20元罚款。

4月28日，济南交警支队发布
的最新数据显示，济南目前电动
自行车保有量为363 . 3万辆。与
庞大的保有量相对应的是，2021
年度全市发生涉及电动自行车的
事故3665起，死亡285人，受伤
4927人。据统计，涉及电动自行车
的死亡事故中，70%是头部颅脑
损伤。这组数据也佐证了将佩戴
头盔等纳入《办法》的必要性。

去年开始，山东不少地方加
大了对驾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
的管理。虽然效果明显，但整体佩
戴率偏低。此现象为何屡禁不止？
交管部门坦言缺少管理的“底
气”。从全省的情况看，因为没有
相关的法律依据，各地仍以劝导
和教育为主，不会做出处罚。不过

《办法》的出台，为电动自行车出
行划出“红线”。

电动车数量庞大，路面管理
资源有限，管得过来吗？如何管？
有了法律依据，下一步怎么通过
执法来保证效力值得思考。

济南的做法或许值得参考。
2021年以来，济南加大了对电动
自行车通行管理科技措施的研发
及应用力度，实现了对上路行驶
的电动自行车“前拍脸、后抓牌”。
智能交通摄像机能自动记录不佩
戴头盔、闯红灯、逆向行驶等违法
行为。接下来，济南交警支队也在
研究利用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抓拍

“浏览电子设备、手持方式拨打电
话”“未悬挂号牌”等违法行为。

“飞线”充电
目前仍是“老大难”

《办法》中对电动车的停放和
充电问题作了规定，比如禁止在
楼梯间、楼道停放，不得违反用电
安全要求私拉电线和插座为电动
自行车充电。对于电动车的停放
和充电，相关部门也做了不少努

力，但电动车上楼、“飞线”充电等
现象还是屡见不鲜。

4月28日，记者实地探访济南
部分小区发现，电动车上楼、“飞
线”充电等情况普遍。在棋盘小区
紧挨的两栋楼，就有三辆电动车
飞线充电。其中有一根直接从顶
楼六楼延伸下来，电线松垮垂坠，
看上去十分危险。在济南的佛山

苑小区记者也发现了这种情况。
居民张先生介绍，他所在的两个
楼栋96户共用一个车棚，充电桩
却只有10个，无法满足大家同时
充电，此外小区很多楼栋没有加
装电梯，只好“飞线”充电。

除了充电桩不足、停放区域
小等客观原因以外，还有的居民
嫌充电贵、麻烦。监管方面谁来管
也是问题。一名小区物业管理人
员说，因为没有执法权，物业只能
是宣传教育加劝阻，“希望能够出
台管理细则，多部门一起协同发
力，整治问题。”

因此，要解决老大难问题，需
要从停放区域、充电桩、居民意识、
部门监管等多方入手。而《办法》中
明确了在新建住宅小区，应当按照
规定配套建设电动自行车停放场
所和充电设施设备。已建住宅小区
应当结合老旧小区改造等，建设电
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充电设施。

《办法》中还鼓励住宅小区的业主
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通过制定管
理规定、加强宣传教育等方式，引
导业主为电动自行车安全充电。

骑手意外保险
部分企业仍难保障

《办法》第26条，提到了快递、
代驾、外卖等服务企业应当履行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对本企
业所属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以及
用于本企业业务经营的电动自行
车的管理，并根据需要购买第三
者责任险、驾乘人员人身意外伤
害险等相应的保险。

外卖、快递行业从业人员在
配送时效的考核压力下，会群体
性地选择违反交通法规。济南交
警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2021年
上半年以来外卖行业交通事故
281起，占全市非机动车责任事故
的3 . 9%，其中有7人发生过两次
交通事故、1人发生过致人死亡事
故。按照骑行方式发现，电动车违
法占比较高，约占89 . 78%。

调查发现，许多外卖从业人
员的保险并不健全，所以事故之
后权益也得不到合理保障。据了
解，外卖平台与骑手之间是没有
直接劳动关系的，平台和骑手的
关系主要是专送和众包。其中专
送骑手与第三方平台存在劳动关
系，即使如此，他们也不享受社保
等待遇。一名美团外卖平台骑手
告诉记者，他们只有每天3元的意
外险，而这个意外险也是从工资
中扣除。其他的外卖平台亦是如
此，因为骑手与外卖平台不存在
劳动关系，除了部分有商业险外，
几乎没有任何保障。众包骑手的
保障比起专送骑手，状况则更糟。

电动车超速
销售方竟主动“提速”

《办法》中提到，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生产、销售改装速度装
置，使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
标准。

在电动车时速方面，根据
2019年国家颁布的《电动自行车
安全技术规范》，电动自行车车速
不得超过25公里每小时，而现实

生活中，不少电动车的速度早已
超过标准。“我们的平均时速都在
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一名外卖
小哥告诉记者。除了外卖小哥，马
路上超速的电动车也不在少数。

新国标出台后，电动车厂家
在生产时会给电动车加装限速线，
有了限速线后电动车最高时速只
能跑到25公里每小时。但在实际销
售过程中，有不少门店为了吸引顾
客，选择将限速线拔掉，提速似乎
成为一种行业“潜规则”。

超速电动车极易引发交通事
故，并且出现交通事故时容易引
发争议：到底是按照机动车还是
非机动车进行处罚？有交管部门
人士向记者透露，事故是动态的，
出事故的瞬间时速不好测量，所
以主要以是否具备脚蹬子来判
别。对此，各地交警的说法不一。

交管部门人士认为，从路面
管理的角度处罚管理电动车速度
比较难实现，应该从源头上进行
规范。另外，广大市民应该提高安
全意识，对提速行为说不。

淘汰期临近
白牌车去向成焦点

走在街头可以看到，电动二
轮自行车牌照分为两种颜色：绿
色和白色。白色牌照电动车是指
不符合新国标规定的超标电动
车，根据规定这些将面临淘汰。整
个山东超标电动车的存量是巨大
的，仅济南就有190多万辆，因此
各地也设置了过渡期进行逐步淘
汰。目前各地过渡期即将结束，如
何处理成为关注焦点。关于淘汰
超标电动车，目前各地还未有公
开的详细政策。

调查发现，济南许多电动车
门店都开设了以旧换新，但换购
数量却非常少。不少市民表示换
购价格偏低导致换购欲望低下。
换购的价格在200元到800元不
等，如果电动车完全当废品回收，
价格在200到280元之间，质量稍
微好些的，还能行驶的一般在500
元到800元。此外，不少人还在观
望是否会延长淘汰期。

行业人士认为，一方面，山东
应该尽早明确消息，是到期必须
淘汰还是延期，让厂家、商家和市
民等各方提前准备；另一方面，相
关部门应该出台惠民政策，指导电
动车厂家对淘汰下来的超标车统
一回购或以旧换新，比如给予相应
换购补贴，激发市民的换购欲望。

记者 王小涵 通讯员 范洪艳

4月28日上午，2022年山东省
民营企业招聘月首场直播带岗活
动，在齐鲁晚报演播厅成功举行。
活动以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

“山东手造”企业以及高校毕业
生、退役军人、残疾人、女性求职
者等群体为重点服务对象，邀请
阳光大姐集团、济南皮影科学研
究院等5家优质企业做客直播间，
进行云端企业宣讲和岗位发布。
截至当日14:00，齐鲁壹点直播间
的观看量已达43万人次。

本次活动由山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省退役
军人事务厅、省总工会、省妇联、
省残联、省工商联主办，山东省公
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承办，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协办。省公共就
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人力资源市场

服务处处长戚燕群在致辞中表
示，面对常态化疫情防控的新考
验和就业形势的新变化，我省各
级人社部门主动创新、奋力作为，
探索创新“供需对接新渠道、政策
宣传新窗口、服务民生新阵地”。

各地针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灵
活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多渠道、
多频次、分行业、分岗位，通过“直
播带岗”等方式，因地制宜开展了
一系列网络公共招聘服务，推行
视频招聘、远程面试，全力打造特

色线上人力资源市场，为用人单
位和求职人员提供了更方便、更
快捷的招聘就业服务。

“针对校园招聘和社会招聘，
我们设置管培生、研发工程师等
岗位，实施‘安居乐业’助力工程，
职工购房、购车最高免息借款35
万元，并根据项目完成情况分发
项目奖等。”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招聘主管李广浩在直播间
发出“招募令”。“直播带岗为疫情
下企业招聘难提供了新的破解之
道，直播活动形式新颖，招聘效果
不错，希望今后能有更多机会参
加这样的活动。”李广浩表示。

今年，“山东手造”无疑是齐
鲁大地的一张新名片，大大促进
了传统工艺与现代生活的连接。
国家级非遗项目——— 济南皮影戏
第五代传承人、济南皮影科学研
究院有限公司院长李娟现场带来

皮影展示，携皮影戏演员、皮影设
计、皮影戏剧本创作、传承人四大
岗位发出邀请。此外，山东大兵应
急救援有限公司、润邦·彩虹家园
则分别针对退役军人、残疾人求
职者提供定制式岗位。

本次民营企业招聘月活动计
划从4月27日持续到5月27日。今
年以来，全省各地依托“春风行
动”、民营企业招聘月等专项活动

“连线搭台”，借助网络直播等新
媒体手段，累计举办各类直播带
岗活动500多场次，有力保障了重
点企业用工需求，实现就业服务

“不打烊”、网上招聘“不停歇”。

2022年山东省民营企业招聘月首场直播带岗活动举行

43万人次上线，同赴“云端送岗”

直播带岗现场，济南皮影戏第五代传承人现场表演。 记者 戴伟 摄

在山东，电动车是很多
家庭生活的标配，相应也成
了交通管理的难点。不戴头
盔、超速行驶、电动车上楼以
及不安全充电等现象，带来
一系列安全问题。5月1日起，

《山东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将施
行。新的法规将为电动自行
车管理带来哪些变化，还有
哪些问题亟待解决？

居民楼存在的“飞线”充电

乱象。 杜亚慧 摄

目前济南街头常见骑车不戴头盔的现象。 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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