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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在小区门口的电动车“不翼而
飞”，长时间没人通知去向，原来是被城
管拖走了；罚款标准混乱，从50元涨到
100元未经相关程序；罚了很多钱，治理
效果却不明显……

“新华视点”记者近日随国务院第八
次大督查第十三督查组工作人员在重庆
市丰文街道暗访发现，城管执法大队对
违规停放电动车存在以罚代管、执法不
规范等问题。

车辆拖走不告知主人，
停车处存大量无主车

“我出小区门看到路边有人拖电动
车，发现其中一辆居然是我的。”重庆市
民黄女士家住沙坪坝区学府悦园小区，9
月1日清晨出门买菜时正撞上自己的车
被拖走。

拖车的城管执法人员说，这么做是因
为她没有把车停在划定道路范围内，按照
规定需交罚款后去附近停车处取车。

黄女士拿身份证交了 100 元罚款，
按手印后拿到取车单。“去交钱的时候碰
到好几个车主，都是因为违停被处罚。”

她辗转问路走了20多分钟，才终于
找到城管执法人员口中的停车处。再蹚
着泥土路，好不容易从密密麻麻停放的
车辆中找出自己的车。

黄女士颇感不平：“一辆电瓶车才多少
钱？违停一次竟然就罚100元！”更令她气
恼的是，拖走了车不给任何通知。“如果不
是碰到，我肯定以为车是被偷走了。”

记者了解到，黄女士的经历并非个例。
一些电动车主还抱怨：车子被路人不经意
地挪出划定的格子线，也被开罚单。另外，
前往指定的停车场和缴纳罚款的银行都很
不方便。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没有得到通知，很
多车主并不知道自己的车到底去了哪儿，
有些人甚至是打110报警后才知道车被城
管人员拉走了。在黄女士说的停车处，管理
人员告诉记者，车主需在周一至周五工作
日找城管缴费，凭取车单拿车。不过，相当
数量的车数月无人认领，一直停放在这里。

记者看到，这个露天停车处约2000平
方米，仅有的一条小路上不时能看到水坑，
杂草之间堆叠着近千辆车。风吹日晒加上
雨水冲刷，一些挤在里边的车辆已经有所
损毁。

罚款说涨就涨，
治理效果不明显

据了解，100 元的罚款金额是从今年
开始执行的。7月中旬，丰文街道规定，电
动车违停罚款金额从50元调整为100元。
很多市民质疑罚款涨价的理由是什么？

重庆市沙坪坝区相关负责人称，丰文
街道居住人口多、电动车保有量大，不规范
停车行为将对行人安全、交通通畅、救护车
等应急车辆通过产生不利影响。为此，丰文
街道划定了电动车停车区域。

对相关违法行为，丰文街道之前处以
50元的罚款，7月15日开始上涨为100元。
督查组认为，罚款金额的设置、上调均未履
行公示等程序。

“罚了这么多车我觉得治理效果并不
明显。”学府悦园小区常住居民聂先生说，
该小区附近人多、车多，几乎不可能做到每
个人的车都能放到停车位里，划定的停车
位总体数量不够。多家小区周围商户表示，
下班回家后，被迫停在停车位以外的车辆
依然非常多。

数据显示，2020年丰文街道全年共处
罚违规停放电动车案件2000多起，罚款金
额9.9万元。今年以来,截至9月1日，丰文
街道处罚次数已经超出2000起，罚款金额
突破10万元，但未能有效遏制违规停放多
发势头。

城市管理要突出精细与柔性

督查组表示，该方式以罚代管倾向明
显。片面强化行政处罚和提高罚款金额，
缺乏批评教育等柔性执法，造成群众带着
怨气来、顶着怒气走，双方矛盾较大。

解决电动车乱停放问题，关键还是要
合理划定停车范围，平衡交通秩序与百姓
停车方便的诉求。即便涨价也要公开听取
意见，充分论证，不能拍脑袋决策。

督查组建议，应进一步研究执法依据、
明确执法标准、规范执法行为、加强执法人
员培训，还应适当改善硬件设施，加快推行
电子缴款方式，合理设置银行网点，依法增
加停车位。

沙坪坝区有关负责人表示，对督查组
所提意见照单全收，立行整改。要举一反
三，在全区层面排查相关问题；加强对执法
人员的培训，怀着敬畏心、人民心、同理心、
包容心开展执法活动；进一步规范执法行
为，提高执法精准度；加强对硬件方面的管
理，减少群众的时间、精力成本。

电动车是普通百姓重要交通工具，但
使用和停放不规范等问题日益突出，亟须
加强管理、强化跨部门协同配合。

目前，虽然多地出台了相关管理要求，
但仍缺乏统一规范，一些地方执法粗暴、管
理混乱，不时成为网络热议话题。

督查组建议，相关部门应进一步深入
调研全国电动车使用问题，研究完善行驶
和停放等相关管理办法，推动电动车管理
法治化、规范化、科学化。

新华社重庆9月5日电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不翼而飞”的电动车：

说拖走就拖走，罚款说涨就涨
停在小区门口的电动自行车城管

说拖走就拖走，罚款说涨就涨……这是
国务院督察组近日在重庆市沙坪坝区
丰文街道暗访发现的问题。民生是最
大的政治，电动自行车关系着群众的
出行，千万别让以罚代管伤了百姓心。

我国有约 3 亿辆电动自行车，如
何提供更好的管理和服务，是对基层
执政能力和管理水平的考验。治理电
动自行车乱停放，如果只是以罚代管，
让群众带着怨气来、顶着怒气走，非但
不能解决问题，反而积累矛盾。

电动自行车乱停乱放等问题的确
让人恼火，而解决这类群众急难愁盼
的问题，正是相关方面的职责所在，绝
不能缺位或越位、不为或擅为。出台相
关执法规范、合理划定停车范围、在交
通秩序与停车方便之间找到平衡，才
是相关方面工作的着力点。

政策接不接地气、举措实不实在，
老百姓的感受最真切。为群众办实
事，办法总比困难多，关键还是要迈
开双腿、沉下身子，摸清群众所思所
想所盼，确保各项政策措施更加符合
群众愿望和利益。即便罚款涨价，也
要公开听取意见，充分论证，不能拍
脑袋决策。更不可把罚款作为管理的
最终目标。

衣食住行、教育养老、就业医疗
等，每一件都是需要用心用情用力办
好的民生大事，各地应拿出一批为民
惠民便民的实招，坚决纠正以罚代管
等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里。

新华社重庆9月5日电
新华社记者 柯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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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小朋友在镇北堡镇德
林村的向日葵花丛中留影。

秋日时节，贺兰山下的宁夏银
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千余亩向日葵
竞相绽放，吸引诸多游客前来观赏。
位于该镇的德林村自去年起种植观
赏性和经济性兼具的向日葵，打造

“向阳花海”景观，成为美丽乡村的
一道新风景。

新华社记者 冯开华 摄

贺兰山下
向阳花开

南疆广西有上千公里的边境线。这
里曾是交通大动脉难以覆盖的“神经末
梢”，如今已成开放发展的热土。从落地
加工企业集聚到通关模式优化升级，从
特色产业走向精深到美丽边关绿色发展
……近年来，在深化开放和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模式的推动下，这条千里边境线
越来越亮丽。

贸易更智能

百色靖西市龙邦镇界邦村村民覃世
朝家靠近龙邦口岸。在龙邦口岸，车辆往
来不断，全程可视化的通道卡口、快速检
测中心等设施齐全。

为充分发挥“边”的优势，广西大力
推动边境口岸开放、建设和通关便利化，
促进沿边开放水平不断提升。随着基础设
施升级改造，边贸加工、冷链物流、智能运
输等业态在各个口岸城市快速发展。

在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崇左
片区内的北投跨境物流中心，一个从重
庆始发的货柜被挂到跨境摆渡车上，约
1 小时就能完成通关手续到达越南。再
过3小时，摆渡车又将一个越南的货柜

拉回这里，等待装车运往中国内地。
广西运多多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王正波介绍，这个数字化物流平台
主要通过物联网、车联网、云计算等，提供
智能车辆监控、智能车货匹配、数据交互、
支付结算等一站式跨境物流服务。

广西口岸经济蓬勃发展。“十三五”期
间，广西进出口总额累计20699.51亿元，年
均增长10.1%。2021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
出口2902亿元，同比增长33.9%。

产业更精深

连绵的山林、丰富的矿产、充足的货物
……随着交通、技术等瓶颈的破除，广西边
境地区的产业发展正逐步告别粗放模式。

近年来，那坡县百都乡坡金村建设了
八角产业奔康示范园，成立了合作社，建立
了八角茴油加工厂，实行规范化加工。“目
前，园区共种植八角5800 亩，每年可生产
八角茴油2.2万余斤，覆盖群众260多户。”
村党总支书记陆永红说。

靖西市有丰富的锰矿资源，来自湖南
的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在这里耕
耘了16个年头，从最初的电解二氧化锰到

现在的新能源电池材料，企业工艺技术水
平经历几次飞跃。

在刚投产不久的靖西立劲新材料有限
公司内，自动化生产设备有条不紊地运转
着。公司综合部主管肖天虎介绍，新项目主
营尖晶石型锰酸锂电池正极材料生产，“公
司完成 6 条生产线后，产能将达每年 2 万
吨，年产值5亿元以上。”

在崇左市，“十三五”以来，当地聚焦
“补链、延链、强链”，产业发展从糖、锰两个
传统产业支撑，扩展为铜锰稀土新材料、高
端家居、新型建材、糖及食品加工等4大主导
产业引领驱动。截至2020年年底，崇左4大主
导产业产值达570.83亿元，同比增长63.49%，
拉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15.57%。

发展更多彩

在中越界河归春河上游，德天跨国瀑
布气势磅礴。2018 年，德天景区成功创建
国家5A级旅游景区。而在瀑布的源头——
位于边境线上的鹅泉，静谧的田园风光让
人流连忘返。

外出务工多年的靖西市新靖镇鹅泉
村村民程世忠于 2009 年返乡，在村里开

了一家农家乐。旅游旺季时，游客在他家
用餐得提前预订。他说，现在每年收入有
10多万元。

以鹅泉景区为依托，鹅泉村一些村民
经营农家乐、民宿、特产店等，在政府的带
动下勤劳致富。

从京族三岛到高山苗寨，从红色边关
到绿色田园……广西边境地区充分发挥独
特的生态与文化资源，促进文化和旅游在
资源、产业、市场、公共服务等领域深度融
合，推动“山水之乐”向“文化之乐”升级。

悠悠左江，碧水蜿蜒。巍巍绝壁上，赭
红颜料绘制的花山岩画经历千百年岁月，
依旧栩栩如生。作为壮民族历史文化瑰宝，
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2016年7月正式列
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

神秘的花山文化，吸引各地游客前来
探秘。曾经落后闭塞的宁明县城中镇耀达
村富裕起来，民宿、村史馆、旅游码头等设
施逐步完善，还成立合作社，将百年土法
制糖技艺整合开发，红糖、糖波酒等产品畅
销各地。

新华社南宁9月5日电
新华社记者 向志强 陈一帆

发挥沿边优势 广西千里边境线越来越亮丽

59岁的苗族妇女姚东英终于知道百香果长什么
样、尝起来什么味了。

“熟果有紫色的、金黄色的，很好看；放在嘴里甜甜
的，带点酸味，很好吃。”站在挂满百香果的种植基地，
姚东英一边摘果一边面带笑容地对记者说，以前有人
问她知不知道百香果，她总是摇头。如今，她不仅见过
和吃过了百香果，还通过百香果挣了钱。

姚东英家住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
平江镇，全县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超80%。
2019年，榕江县大力推广百香果等产业，截至目前，全
县百香果种植面积逾4.2万亩，其中平江镇3500余亩。

“我在基地干活一天130元，每个月只要干满一半
时间，就可以拿到差不多2000块钱。”姚东英说，很多
像她一样的少数民族妇女过去在家只能种田、喂猪、喂
牛，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如今在基地干活，有时一
个月挣的钱比在家种一年田还多。

“我们在平江镇有5个基地，这个基地叫三铁炮，
每天有100多人摘果，80%都是少数民族，女性居多。”
基地所属公司——榕江远大种养殖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魏爱财说，百香果等产业提供的“家门口”就业机会，不
仅改善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经济条件，更重要的是改变
了他们的精神面貌。

“以前缺少产业联结，很多少数民族群众在家只能
干传统农业、跟本族村民交流，思想相对封闭。有了百
香果等产业后，这些少数民族群众一块儿干活、一起交
流，他们的生活态度、思想观念慢慢发生了转变。”魏爱
财说。

“榕江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优越，适合百香果生
长，产出的百香果无论品相还是口感都属上乘，市场供
不应求。”榕江县百香果专班负责人、县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杨胜作介绍，10年前，榕江就已经有个体户种植
百香果，但因不成规模，无法带动更多群众就业。

近年来，通过引进龙头企业，示范带动各乡镇合作
社和种植大户，榕江形成了“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
的组织方式，推动百香果产业不断发展。目前产业涉及
企业31家、合作社及村集体经济公司74家、农户1500
余户，2020年，提供就业岗位近8万个，共支付劳务费
逾950万元，预计2021年将提供就业岗位56万余个、
支付劳务费6700余万元。

杨胜作说，榕江还推动建立财政扶贫资金“量化入
股分红”的利益联结机制，让村集体享受产业发展红
利。忠诚镇定弄村乡村振兴驻村第一书记龙再成介绍，
2020年10月，通过引进一家来自广西的公司，定弄村
种植了580多亩百香果，并获得2021年财政扶贫资金
230余万元，用以量化入股该公司获取分红。“等到年
底分红后，村集体收益将主要用于村里的脱贫不稳定
户、边缘易致贫户和严重突发困难户等群体，构建起更
加多元的保障体系。”龙再成说。

“我们的百香果产业正朝着标准化、规模化、市场
化和品牌化的目标发展，力争到2025年种植规模达20
万亩，为榕江广大群众提供稳定的增收渠道，打造更长
久的‘甜蜜事业’。”杨胜作说。

新华社贵阳9月5日电
新华社记者 罗羽

百香果造就
苗侗山乡“甜蜜事业”

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平江镇平
江社区百香果基地，果农在采摘百香果（8月31日摄）。

新华社发 贺俊怡 摄

新华社天津9月5日电（记者周润
健）露从今夜白，夜自此日凉。《2021 年
中国天文年历》显示，北京时间9月7日
17时53分将迎来“白露”节气。

历史学者、天津社科院研究员罗澍
伟介绍，每年公历的 9 月 7 日、8 日或 9
日，太阳到达黄经165度时，为“白露”节
气的开始，它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
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此时
节，农作物即将成熟，气温逐渐下降，天
气开始转凉，早晚温差增大，空气中的水

蒸气凌晨时会在地面或植物的叶面凝成白
色露珠，所以叫“白露”。

“白露暖秋色，月明清漏中。”“白露”一
到，标志着孟秋的结束和仲秋的开始。“寒
生露凝”，给这个节气带来了诗意，也带来
了灵性。而人们对“白露”的最初印象，大多
来自《诗经》中那首《蒹葭》：“蒹葭苍苍，白
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从“白露”开始，衰荷半倒，篱菊自黄，
鸟类率先做过冬的准备。“白露”对农作物
的秋播秋种秋收有着重要的影响，夏秋作

物即将成熟或者已经成熟。“因为是收获
的季节，我国不少地区在这一天要把收获
的粮食或果蔬拿来供奉或祭祀天地，祈求
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仓廪殷实。”罗
澍伟说。

“白露”是一年中昼夜温差最大的节
气。这时北半球日照变短，太阳直射点南
移，地面温度下降；暖空气逐渐减弱，冷空
气活动频繁，飒飒秋风，不期而至，一夜凉
过一夜。

面对这样的天气变化，公众应如何养

生保健？罗澍伟结合民间传统和养生专家
的建议说，“白露身不露”，公众要随时注意
添加衣物，以防受凉感冒。饮食上宜遵循

“养气润燥”的原则，适当选用山药、银耳、
百合、杏仁、雪梨、萝卜、番茄、蜂蜜等有益
脾胃和滋阴生津的食物；平时多饮水，保持
呼吸道与肺部的湿润度。坚持温水浴足，穴
位按摩，以促进血液循环。起居方面，早睡
早起，充足睡眠，适当运动，劳逸结合，同时
注意精神调摄，做到心胸开阔，情绪稳定，
宁神定志，增强免疫功能。

明日17时53分“白露”：露从今夜白，夜自此日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