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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梁琨

为加强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维护道路
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火灾事故，《山东
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下称《办法》）于5
月1日起正式实施。4月29日，我市召开《山
东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政策解读新闻发
布会，市公安、消防、市场监管职能部门参加
新闻发布会，他们将形成执法合力，全过程多
阶段共同治理电动自行车，守护安全的电动
自行车使用秩序。

据介绍，目前，全市电动自行车累计登记
挂牌337万余辆，成为群众出行主要交通工
具之一。电动自行车在为群众生产生活带来
便利的同时，也对道路交通秩序管理和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影响。据统计，
2021 年全市共查处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
22.4万余起，全市一般以上道路交通事故中，
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事故占全部事故39.8%；
2022年截至目前，共查处电动自行车交通违
法17.5万余起。此外，电动自行车引发的火
灾事故，也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

重威胁。全面加强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既
是民心所向，也是大势所趋。

《办法》规定，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应
当依法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取得
电动自行车号牌。已注册登记电动自行车登
记内容发生变更的、所有权发生转移的、无法
继续使用的，所有人要及时到登记地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进行处理。

《办法》对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时驾驶
人的行为也做出了相应规定，驾驶人除应当
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道路通行规
定外，在夜间或者遇有雾、雨、雪、沙尘、冰雹
等低能见度情况下开启前灯和后灯；不得实
施浏览电子设备、以手持方式拨打接听电话
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驾乘人员规范佩戴
安全头盔；在指定位置悬挂合法有效的号牌；
不得驾驶拼装、改装、加装或者变造、伪造整
车编码的电动自行车。

“在查处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过程中坚
持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将执法‘严’度与管
理‘温’度有机结合，在广泛宣传劝导的基础
上，对于轻微违法、初次违法的驾乘人员以劝

导、警示和教育为主，对于情节严重违法行为
的一律依法予以处罚。对蛮横无理、拒不配
合民警检查的违法驾乘人员，坚决依法从严
处理。”市公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根据《办
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电动自行车驾驶人行驶
时浏览电子设备、以手持方式拨打接听电话
等妨碍安全驾驶，未按照规范佩戴安全头盔，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给予口头警告，责
令改正，并登记相关信息；如再次违反且经责
令改正仍拒不改正或者造成危害后果的，处
20元罚款。

根据《办法》第十三条规定，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生产、销售拼装的，改装电动机、蓄
电池等动力装置，或者更换不符合强制性国
家标准的电动机、蓄电池情形的电动自行
车。另外，有市民对电动自行车进行加装座
位、伞具、灯具、车篷、车厢等装置，改变外形
结构影响行驶安全的，也不允许上路。违反
本《办法》规定，驾驶拼装、改装或者变造、伪
造整车编码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由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20元以上50元以
下罚款；驾驶加装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

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给予口头警告，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20元罚款。

近年来，因电动自行车违规上楼在疏散通
道等区域停放、充电而引发的火灾事故时有发
生，引发社会关注。市消防部门表示，他们将借
力《办法》实施，加大执法力度，继续联合公安、
住建等部门，对市民群众关注的焦点隐患联合
执法，对占堵消防通道的车辆“贴罚单”，严肃追
究物业公司、消防设施维保机构责任。

为保障《山东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有
效实施，市市场监管局将指导各县（市、区）市
场监管部门，按照《山东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办
法》和《产品质量法》等法规规定，结合日常监
管、监督检查、监督抽查和质量帮扶等工作，
积极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同时，加大3C认证
活动监管力度，加强对生产、销售的电动自行
车及其充电器、蓄电池等产品质量的监督检
查，严查未经认证擅自出厂销售等违法违规
行为，督促认证机构切实履行发证主体责
任。并积极配合公安、消防救援等部门工作，
确保形成监管合力，营造一个安全有序的电
动自行车使用秩序。

5月1日起电动自行车上路有新规！
上路不戴安全头盔、驾车浏览电子设备等妨碍交通安全行为或将受处罚

按照渔湖退养或南四湖生态环境保护等要求，近
年来，一些常年以捕鱼和养殖为业群体都积极主动做
好池塘退养工作，但年龄大转产就业较困难。

为让南四湖退养渔湖民群体转产就业，微山县立
足微山湖区实际，共开发2869个城乡公益性岗位，面
向退养渔湖民设置了退养池塘防复养巡查监督、湿地
巡护、湖上流动巡护等岗位 138 个，安置退养渔湖民
197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也很好地利用公益性岗
位，安置退养渔湖民人员深入社区、村居等“一线”，开
展防控宣传、防疫消杀、核酸检测等服务工作，不仅体
现了他们的人生价值，更实现了他们的社会价值。

■记者 王雁南 通讯员 张萍 王洋 摄

■本报记者 王雁南
本报通讯员 孔大儒 陈文平

“我家种的大樱桃，不用出门就卖光
了。”曲阜市石门山镇河家店村，电商带来
的丰收喜悦流露在霍卫远的脸上。“多亏了
润强电商，把俺种的樱桃挂到网上销售，可
受欢迎了，现在我们不仅比以前挣得多了，
也不用推着三轮车大街小巷地跑了，还更
方便了。”

如今在曲阜市石门山镇，以往走街串
巷吆喝收货、卖货的三轮车越来越少，现在
的农民村民更喜欢通过润强农业电商平台
销售农产品，不仅销售价格更高，而且更加
方便。优质土特产从田间地头通过电商平
台，直接送到全国各地人们的餐桌上，顾客
选中了心仪产品，可直接从网上下单，物流
公司直接配送到家门口，一边鼓起了农民
的“钱袋子”，一边填满了顾客的“菜篮子”，
有效地促进了当地农产品销售。

在一边忙着填单的润强农业电商平台

的工作人员孔令博笑着介绍：“我们团队
30多个人，平时除了帮老乡们直播带货之
外，也兼职‘代购跑腿’，帮村民去把他们的
农产品收购回来，然后再通过网商出售。
虽然忙的时候经常吃不上饭，但既能赚钱
又能帮助村民，对于我来说是乐在其中。”

润强农业在与农民面对面收购的同
时，还与各村支部领办合作社签订包回收
订单协议，并且提供优质化肥、农药、种子、
农机服务及农产品销售，还有农业项目、农
业政策的咨询服务，打造“一站式”为农服
务，实现产、供、销“一条龙”，如今，润强电
商服务平台最高年销售额达到1.2亿元，带
动周边村民增产增收2000万元。

如今，在曲阜市“电商+农业”已形成
一股“新风潮”，息陬镇儒源小镇采用的微
店销售模式，可以让消费者随时随地买到
从枝头摘下的新鲜蔬果、现磨的面粉、散
养的土鹅等农产品；三张曲村君秀农业抖
音直播间里新上架了火龙果、孔子故乡
米、压榨花生油……消费者只要手指一

动，优质农产品就能送到家门口，促进了
广大农户的各类农产品不仅“种得好”而
且也“卖得好”，这也让他们更加自信地展
示特色农产品。

农村电商蓬勃发展，有助于激发乡村
振兴潜能。近年来，曲阜市大力支持各新
型农业经营、各村支部领办合作社与小农
生产联合起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直采直
销、订单农业、网上销售等合作，培育农产
品品牌，打造出高楼葡萄、前寨山楂、纪庄
黄金梨等地方特色农产品品牌，同时配套
物流建设，畅通了农产品流通渠道，增加农
民收入，以农产品流通现代化促进农业现
代化，带动农业提质增效。

“未来，曲阜市将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
机制结合，发挥网络平台采购需求牵引作
用，助力打通农副产品生产、流通的难点和
堵点，壮大一批有地域特色的主导产业，打
造一批影响力大的特色品牌，不断激发乡
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曲阜市农业农村局局
长孔祥龙说。

电商让农户“种得好”而且“卖得好”

■本报记者 梁琨

近来，新冠疫情防控形势仍旧严峻复
杂，人们的安全弦依然紧绷。4月28日，按照

“记者跑社区”栏目设计，记者按计划到一社
区采访，边走边看，体会颇多，于是便用心记
录下济宁城区及人们生活的点点滴滴。

上午9点30分，在洸河路与科苑路交叉
路口处，记者看到，驾驶电动车或步行的市民
均佩戴口罩，大部分市民都能按照交通信号
灯的指示井然有序地等候通过路口。继续向
西行驶，沿途绿化带里的翠绿尤为惹人，那红
的白的粉的花儿更是娇艳地绽放着……“如
不是疫情防控，这样万物勃发、生机盎然的季
节，最是外出活动的好时节。”在邮电新苑公
交站处，几位市民不时交流着、感慨着。车辆
到站后，只见，准备上车的市民纷纷拿出手机
扫描场所码，然后依次上车。“有些老年人用
的可能不是智能手机，上车时刷取身份证就
可以作为搭乘登记。”驾驶员与记者聊着，公
交车作为公共出行工具，更要严把防控关，督
促乘车人佩戴口罩、依规扫码乘车。

随9路公交车抵达运河城附近，记者换驾
共享电单车继续走访。穿过竹竿巷来到纸坊
街，记者看到，文房四宝的经营店前也都张贴着
场所码，顾客不时进出，连背街小路上也很是干
净。倪家胡同丁字路口南北几个小区门前，几
位戴着红袖章的人们，有的拿着测温枪，有的伏
案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进出居民都耐心地配
合着。“疫情防控以来，志愿者们不舍昼夜，为我
们拉紧了疫情防控的严密防线，这心里很有安
全感。”居民刘女士感慨地竖起了大拇指。

10点30分左右，记者又来到位于税务街
的苏州苑小区。由于税务街正在封闭施工，
进出车辆较少。小区门口几个背着喷雾器
的工作人员正在对门口传达室进行消毒，随
之消毒水味弥漫向四周。

一路走来，记者看到，新铺的柏油路面十
分平整，城区环境干净整洁，绿植环绕舒心宜
人。虽然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不容松懈，但各
行各业都各司其职，各自守好防控大门，紧锣
密鼓而又秩序井然。一路走来，也发现个别不
文明现象，有的市民会逆行或闯红灯，尤其是
在一些无渠化或部分渠化的路口更加明显；在
一些背街小巷，机动车、非机动车随意停放的
现象，会让本就不甚宽敞的小路显得更加拥挤
……文明城市离不开你我，愿我们都能做好自
己，文明出行，这样就会让我们的环境更加优
美，氛围更加文明，生活更加幸福！

疫情当下的
生活点滴

■本报记者 梁琨 本报通讯员 张怀远

“这不快到‘五一’节假日了吗，孩子准备从菏泽过
来。在单元楼门口我看到使用‘码上报’小程序报备的推
广海报，就赶紧给孩子报备上了。”居住在王黄庄社区冠亚
星城的赵女士说，一直以来，都知道返济人员需要报备，但
如何报备操作，大家还得问询一番。洸河街道办推出的

“码上报”小程序，让大家直接在手机上操作，十分方便。
为提高市外来济人员信息报备工作的便捷性、规范性

和安全性，高新区洸河街道开发了“码上报”微信小程序，
通过街道官方“公众号”推广，提醒返济父老乡亲、居民朋
友提前3天扫码报备，做好外来人员疫情防控。

当前新冠疫情形势严峻复杂，“外防输入”工作尤为重
要。前期，高新区洸河街道各社区通过悬挂横幅、张贴通
告、发放明白纸、入户走访等传统方式向广大居民宣传市
外来人信息报备工作，投入较大、见效较慢，且有报备需求
的居民朋友，需要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与社区网格员联
系，然后填写《外来人员信息登记表》，由网格员汇总上报
至街道疫情防控指挥部，流程繁琐易出错，信息整合难度
大，给居民朋友和工作人员都带来不便。

“打开小程序界面，是一个数据登记表单，返济人员动
动手指，就可输入姓名、手机号、居住地、出发地、返济日期、
健康码状况、交通方式等信息，并上传核酸阴性证明，十分
方便快捷。”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码上报”小程序的推广
使用，能实现数据提交后，街道指挥部工作人员可在后台实
时查看，并可一键筛选重要信息，精准提醒市外来人落实各
项防控措施，同时提高了外来人员疫情防控工作效率。

作为市外来人报备的便捷渠道，“码上报”小程序的投
入使用为街道加强外来人员报备、随访管控等工作提供了
有力支撑，受到了广大居民和防疫工作者的好评。下一
步，洸河街道将持续优化提升小程序功能，并通过单元楼、
公共场所等推广海报张贴，网格员、防疫工作者的宣传，让
更多居民了解“码上报”，方便居民快速报备，构筑起更加
高效、更加强大的疫情防控屏障。

洸河街道“码上报”
“外防输入”有妙招

“你看这里写的，现在是小麦的抽穗扬花期，也是籽粒形成
的关键时期，要视墒情浇好开花灌浆水。”“我这本也写了小麦
条锈病的防治方法，现在正用得上，咱得好好看看。”在汶上县
苑庄镇东官庄村的乡村书屋里，村民孔令科一边翻看着《小麦
生产管理技术》，一边和同村的郭旭探讨着小麦田间管理知识。

在苑庄镇，像东官庄村农家书屋一样的书屋共有21个，
实现了全镇21个行政村农家书屋全覆盖。为了方便村民选
看，这些农家书屋选址均在村委，各个书屋均配备有书柜、
桌椅等基本阅览设施。“乡村书屋服务的就是咱们地地道道
的农民，配备的书籍也多与农民农业耕种息息相关。”村民
高丽丽说，疫情当下，许多外出务工的村民都留在了村里，
农忙之余，一些村民会到书屋里借上几本书，充充电。为了
做好疫情防控，大家做好各自防护，扫码进屋。同时，书屋
管理员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政策，及时定期对书屋进行消杀，
让大家在疫情当下安心阅读、补足精神食粮。

“去年以来，苑庄镇对21个农家书屋进行了升级更新，在
农家书屋建设中，苑庄镇配发图书以实用性、科技性为主，旨
在提高农村群众增收致富的本领，聚力打造‘家门口的实用书
屋’，让‘小阵地’焕发‘大能量’。”镇党委委员高嵩介绍到。现
在，去农家书屋挑上几本自己喜爱的书籍成为了村民之间流
行的新风尚，农家书屋的出现在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
同时，也成了帮助群众学知识、增技能、长见识、强本领的重要
平台，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丰富的文化阅读体验，点亮
了群众的乡村阅读路。 记者 梁琨 通讯员 刘娜

“小阵地”焕发“大能量”

近日，市民包先
生拨打本报党报热
线 2349995 反映，原
太东大市场院内有不

少外卖快餐店，其卫生
环境有点让人担忧。

接到包先生的来电后，记
者驱车来到太东大市场门前，

见不少身着黄蓝服装的快递小哥
进出。进入标有“太东大市场”拱形门后，路两旁的几
排巷子里有不少外卖餐饮店。巷子内传来“嗡嗡嗡”
抽油烟机的轰鸣声，还不时有锅铲炒菜的碰撞声。几
个外卖小哥或蹲在墙角或坐电动车上，脚下的一排下
水道井盖上散落着许多烟头。在进门后右手边的一
条巷子里，地面满是油污，而且一处下水道沉积了厚
厚的污秽和生活垃圾。

“这些年来，外卖越来越为大众推崇。但近些年
许多外卖食品安全问题接连曝光，也使人们越来越注
重外卖餐饮行业的食品安全问题。但这里外卖餐饮
店集聚，周边卫生环境有些不堪，食品安全卫生能有
足够全面的保障吗？”在电话中，包先生对此处卫生现
状颇为质疑。希望相关部门及时前往查看，为保障市
民食品卫生安全营造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

民 生 关 注

记 者 亲 历

党报热线 值班记者 梁琨·微调查

5月1日起，《山东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办
法》正式实施。为深入推进“一盔一带”安全
守护行动，连日来，邹城市交警大队四中队组
织民警走进辖区电动车售销点，结合近期辖
区发生的典型事故案例，面对面的向群众讲
解一盔一带的重要性。呼吁群众在出行过程
中，自觉佩戴安全头盔，抵制闯红灯、逆行、不
按规定车道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倡导大家
安全文明出行。 ■通讯员 朱力 赵澍 摄

渔湖民转产就业公益岗

记者跑社区

这里环境卫生有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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