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拦住电动自行车上楼 任重而道远
□本报评论员 薛静

  又是一起因为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酿成的
悲剧！令人痛心的同时，如何禁止电动自行车“进

楼入户”这一难题，也再次摆上了城市管理人员的
“桌面”。
  国家消防救援局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
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相比2022年上升
17.4%。电动自行车频频起火多为充电设备出现故
障导致燃爆，与其他类型火灾相比，这类火灾起
火速度快，并伴有大量有毒气体释放，极易造成
伤亡。因此，国家多个部门早就出台了多项规
定，明令禁止电动车在建筑内走道、楼梯间等公
共区域停放或充电。
  既然“进楼入户”充电有安全隐患，而且有关
部门明令禁止，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不顾危险硬要
“推车进楼入户”？一方面原因在于公共充电设施
不足。电动车保有数量激增，但公共充电设备数量
不够，有些社区尤其老旧小区甚至连停车棚等设施
都不完善，给居民充电、停车造成了很大困扰。另
一方面，很多人对电动车电池安全存在认识盲区，
认为电池只要不坏就可以一直使用，就算是坏了，
也大多选择便宜的“三无”产品进行更换。
  由此可见，想要真正杜绝电动自行车“进楼入
户”，防患于未“燃”，需要多管齐下，积极探索

疏堵结合的经验做法。有关部门应从立法层面，完
善相关场所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的法规标准，加大
处罚力度。比如《潍坊市物业管理条例》明确：禁
止电动车（电瓶）进楼入户（不含车库）停放或者
充电，不得违规私拉电线、电缆为电动车等充电。
电动车（电瓶）进楼入户（不含车库）停放或者充
电的，由消防救援机构和公安机关按照职责分工依
法予以处罚。
  社区、物业等应统筹考虑规划建设公共充电场
所，配足配齐消防安全设施，提升数字化、智能化
监管水平，让电动自行车“进不了楼、入不了
户”。比如我市近年来推广安装电梯阻车系统，电
动车禁入电梯智慧管控装置已经在很多小区安装。
  同时，要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安全宣传，通过在
公共场合播放警示片等形式，提醒大家提高安全意
识，更换有质量保证的电池，同时坚决做到电动自
行车不“进楼入户”。
  但愿这一次惨烈的事故能够真正警醒每一个
人，也彻底打消很多人的侥幸心理，将惨痛教训化
为治理效能，让麻木者清醒、我行我素者警醒，也
让负有职责者更作为，还每一个小区、楼栋安全。

  江苏省南京市政府2月24日凌晨召开发
布会通报，南京雨花台区明尚西苑居民楼火
灾事故死亡人数增至15人。经初步分析，火
灾为6栋建筑地面架空层停放电动自行车处
起火引发。居民住宅是电动自行车火灾的高
发场所。根据应急管理部2021年发布实施的
《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高层
建筑的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
出口等场所，都禁止电动自行车停放或充电
等行为。前不久记者也在全国各地走访发
现，居民将电动自行车或是电池违规带入室
内充电的现象依然多见。  （据央视新闻）

我市1月新增贷款276.5亿元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陈静静　通
讯员 刘玉琢　步格格）根据人民银行潍坊市分行
提供的最新数据，2024年1月末，潍坊全市本外币
各项贷款余额11212.6亿元，同比增长8.9%；较年初
增加276.5亿元，居全省第4位，同比少增16.7亿元；
较年初增长2.5%，居全省第6位，高于全省平均水
平0.3个百分点。2024年1月末，潍坊全市本外币各
项存款余额14175.8亿元，同比增长11%，较年初增
加623亿元，居全省第1位，同比多增200.2亿元；较
年初增长4.6%，居全省第1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2.1个百分点。
　　贷款投向方面，全市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
7509.8亿元，同比增长9.9%，较年初增加185.1亿元，
同比少增84.4亿元，较年初增长2.5%，与全市贷款
平均水平持平。住户贷款余额3627.7亿元，同比增

长6.8%，较年初增加75亿元，同比多增40.7亿元，
较年初增长2.1%。贷款期限方面，全市中长期贷款
余额7091.5亿元，同比增长13.2%，较年初增加181.8
亿元，同比少增53.4亿元；短期贷款余额3624.5亿
元，同比增长5.5%，较年初增加127.7亿元，同比多
增56.8亿元。
　　今年以来，全市金融业积极落实各项政策，加
大对重点领域的信贷支持。人民银行潍坊市分行用
足用活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继续发挥好再贷款、再
贴现等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引导作用。据统计，2024
年1月全市累计发放再贷款、再贴现17.4亿元，同比
增加13.6亿元。其中，累计发放支农支小再贷款14.2
亿元，支持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等市场主体1271
户，加权平均利率4.6%；累计办理再贴现3.2亿元，
重点支持民营小微企业、商票融资等领域。

我市电子商务发展工作获全省通报表扬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伟）日
前，省商务厅通报表扬了潍坊等7个电子商务发展
较快的市，这是我市连续两年获省商务厅表扬。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产业电商赋能行动，积
极引导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推动传统商贸转型升
级，加快线上线下一体化，电子商务保持了较快发

展。2023年，全市实现网络零售额491.7亿元，居全
省第5位，同比增长28.1%，居全省第4位，高于全省1.6
个百分点。其中，农村网络零售额达263.4亿元，居全
省第2位，同比增长32.2%，占全市网络零售额比重达
53.6%。全市网络零售企业发展到1.5万家，网络零售
店铺发展到17.4万家，数量均居全省前列。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付东升）2
月20日至23日，2023年度全国传媒经营工作总结大会
在湖北武汉召开，来自全国百余家报刊社（集团）的
领导、媒介专家200余人，围绕“融创挺进 智数未
来”主题展开深度交流研讨，大会由中国广告协会
报刊工作委员会与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传媒经营网
共同主办。会上，潍坊日报社荣获2023年度全国传
媒经营“金推手”评选优秀单位等三个奖项。
　　大会期间分别举办了“省级日报圆桌会”“都
市报、晚报、新媒体融合创新论坛”“城市党报、
区域融媒体中心经营研讨会”，围绕数字转型、平
台重构、技术应用、资源变现等业界普遍关注的热
门话题进行了深层交流互动与经验分享。
  本次大会上，潍坊日报社荣获2023年度全国传
媒经营“金推手”评选优秀单位奖，潍坊日报社党
委委员、副社长、副总编辑张岳华撰写的论文《创
意主导融媒特色 多元开发——— 构建一体两翼的全

媒体运营体系》获2023年度全国传媒经营“金推
手”理论创新成果奖，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运营中心
副总经理孙晓芳获2023年度全国传媒经营“金推
手”评选先进工作者称号。

2023年度全国传媒经营工作总结大会召开

潍坊日报社获评三个奖项

  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 记者24日从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经公开征集评选，中国载人月
球探测任务新飞行器名称近日确定，新一代载人飞船
命名为“梦舟”，月面着陆器命名为“揽月”。
　　中国空间站建造完成后，登陆月球成为中国人探
索太空的下一个目标。随着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
段任务全面启动实施，用于载人月球探测的新飞行器
命名也提上日程。
　　2023年8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面向社会公
众开展了载人月球探测任务新飞行器名称征集活动，
在全社会引起广泛关注和热情参与，共收到来自航天、
科技、文化传播等领域的组织机构与社会各界人士的
近2000份投稿。经专家遴选评审，将新一代载人飞船命
名为“梦舟”，将月面着陆器命名为“揽月”。
　　据介绍，新飞行器的名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时代特色和文化特色。“梦舟”寓意载人月球探测承
载中国人的航天梦，开启探索太空的新征程，也体现
了与神舟、天舟飞船家族的体系传承；新一代载人飞
船包括登月版和后续执行空间站任务的近地版两个型
号，其中，登月版采用“梦舟Y”（飞船名称+
“月”字音节的大写首字母）。“揽月”取自毛主席
诗词“可上九天揽月”，彰显中国人探索宇宙、登陆
月球的豪迈与自信。此前，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已被
命名为“长征十号”。
　　目前，梦舟飞船、揽月着陆器和长征十号运载火
箭已全面进入初样研制阶段，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中国载人月球探测任务

新飞行器名称正式确定

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确认

我国共有中药资源18817种
  据新华社北京2月23日电 道地药材品质保障与
资源持续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一年一度的学术委员会
会议23日在京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第四次全国中
药资源普查确认我国共有中药资源18817种。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郭兰萍介绍，这
1.8万余种中药资源包括中国特有的药用植物3151种、
需要保护的物种464种。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还
发现了196个新物种，其中约100种具有潜在药用
价值。
　　“第三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确认的中药资源为
12807种，第四次普查和第三次普查相比多出6000多
种，表明我国中药资源生物多样性呈逐步恢复态
势。”郭兰萍说。
　　2011年以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开展了第四
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产出一系列成果。

大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