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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闻 2021年12月29日/星期三/ 要闻编辑部主编
责编 陆德洁实习编辑 何欣 / 美编 郭子君 / 校对 黎松青要 A3

一个客家地区 的

羊城晚报记者 柴智 林本剑 杨楚滢

春节踢，暑假踢；学生踢，市民踢；
城区踢，乡镇踢……在梅州，足球早已
成为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电动自行车超速改装乱象多？省公安厅：

违法改装不予上牌
管理条例明年年中出台

驾驶、销售调速、改装的电
动车，违法吗？将会面临哪些
风险？

《广州市非机动车和摩托车
管理规定》指出，生产、销售拼
装、非法加装、改装的非机动车
的，最高可处一万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罚款。驾驶非法加装和

改装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
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扣留车辆，并对驾驶人处五十
元罚款。

广东省电动车管理立法正
在推进过程中。近日公布的《广
东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送审
修改稿）》提出，有非法加装、改
装电动自行车经营性行为的，

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五
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

款。驾驶非法加装、
改装的电动自行车

上道路行驶的，
由 公 安 机 关

交通管理

部门责令恢复原状，处二百元罚
款；驾驶人拒不恢复或者现场无
法恢复原状的，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可扣留车辆。

邓正雨透露，《广东省电动
自行车管理条例》已完成调查起
草、专家论证、公众听证等工作，
2022年年中会正式出台。

他也提醒，老百姓在享受便
利的同时，还应注意改装车存
在的风险。除了交通安全风险
和 火 灾 风 险 外 ，还 有 法 律 风
险。“电动自行车按规定属于

‘自行车’、非机动车，改装后如
果达到了摩托车的标准参数，
一旦发生交通违法或交通事
故，将被视为‘机动车’进行处
罚和处理。如果驾驶人没有摩
托车牌照，须承担无牌驾驶的
法律责任，如果撞人致死，法律
责任就更大。”

如何整治这些乱象？省公安
厅交通管理局局长邓正雨介绍，
电动自行车改装、提速等问题，是
交通管理的重点、难点、焦点。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
广州市发生涉电动自行车一般
程序交通事故654宗，同比上升
33%，伤亡人数呈上升态势。

在邓正雨看来，上牌给予电
动车一个规范的“身份证”，是规
范管理的第一步。

为此，广东公安在全省推进
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管理工作，

其中广州已于 11 月 2 日启动上
牌，东莞将于2022年 1月 1日启
动上牌，其余地市除珠海外，都
已启动上牌。

数据显示，目前全省上牌电
动自行车已有800多万辆，其中
有400多万辆符合“新国标”，还
有300多万辆虽然按照“旧国标”
生产，但也给予过渡期予以上
牌。同时，全省仍有3000多万辆
电动自行车待上牌。

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副
支队长林圣康介绍，交警部门

在上牌前设置了查验环节，按
照国家和省相关现行规定，重
点查验电动自行车的脚踏功
能、外观尺寸、整车质量、CCC
认证等。

根据“新国标”要求，电动
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不得超过
25km/h。但为了开得更快，不
少市民在上牌前后会对车辆进
行调速。如何检测电动自行车
有无调速、调到多少？交警部
门表示，这在审验过程中很难
检验。

12 月 22 日，有网友发布了
一段外卖小哥驾驶不合格电动
车遇到执法检查下跪磕头的视
频，在网上引起热议。

不 合 规 的 电 动 车 能 上 路
吗？能上牌吗？根据广州市关

于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相关要
求，电动自行车办理登记上牌
时，车辆必须有脚踏骑行功能，
车辆不得有改装避震器或加装
座椅、货架等行为，不得驾驶非
法加装或者改装、拼装、超标等
不符合相关规定的电动自行车
上道路行驶。

但记者走访发现，广州街
头，超速、改装的“不合格”电动
自行车仍随处可见。

白云区机场路立交桥底十
字路口的斑马线处，每当绿灯一
亮，电动自行车就猛地蹿出。“你
争我抢，经常出现交通事故。”附
近居民说。

超速飞驰的电动自行车常
常让走在路上的市民吓一跳。

记者驾驶符合新国标的电动自
行车上路，即使开到最大时速
25km，仍频频被“超车”，其中不
乏已经上了牌的电动自行车。

为什么超速电动自行车也
可上牌？多家带牌销售点销售
人员表示，他们在包上牌的同
时还可免费提供改速服务，时
速 可 提 至 40-60km。 记 者 发
现，在电动自行车上牌申请的
表格里，没有关于速度一项的
查验要求。

近日，广州市统计局一项调
查显示，61.4%的市民认为应当
加大对电动自行车逆行/超速等
行为的违章处罚力度，37.4%的
市民支持加大电动自行车违规
改装查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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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整治电动自行车非法
改装、提速等乱象？今年来，广
州市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开展电
动自行车产品质量专项整治。

近期，白云区云城续远电动
车店存在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
行为，当事人从事非法改装电动
自行车 10辆。白云区市场监管
局依据相关法规，责令当事人改

正违法行为，罚款20000元。
花都区花东奥大红电动车

厂存在生产质量不合格和销售
与强制性认证不一致的电动自
行车的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部门
依据相关法规责令当事人改正
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 1500
元，罚款50000元。

荔湾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多

部门对辖区内电动自行车市场
开展专项整治，发现涉嫌违规改
装电动自行车的店铺 3 家，9 辆
电动自行车和相关配件被依法
处理。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广州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累计查处涉
电动自行车违法案件 137 宗，罚
没金额约165万元。

杨日华表示，要严格执行
电动自行车上牌查验要求，一
旦发现违法改装，不能予以上
牌。同时，广州市要尽快对有
资质的电动自行车带牌销售点
进行核查。林圣康表示，带牌
销售点如有此类违法行为，一
经查实，将会取消其带牌销售
的资格。

作为欠发达地区，梅州发展
足球运动的一大特色，在于社会
俱乐部深度参与校园足球。“来
自财政的资金支持有限，我们的
足球普及和基础工作更多是由
社会俱乐部来完成，让更多社会
力量参与足球青训公益事业。”
陈远洋说，梅州足球提出了“体
教社三融合”的发展思路。

振城足球俱乐部是梅州推
动“体教社融合发展”的一个样
板。俱乐部负责人杨峰告诉羊
城晚报记者，该俱乐部以公益
足球为主，目前与梅州七所青
训驻点学校合作。经过多年实
践，他们已形成一套较为成熟
的运作体系：从一年级小学生
中海选出 30人的队伍并提供免

费培训，一学期后成型入队人
员为 15人左右。每所驻点学校
拥有大小年龄段两支男足校
队、一支女足校队，每个月都会
进行校际交流比赛。“我们从比
赛中再发掘优秀的足球苗子，
组成精英队进行专业、系统的
培训，出类拔萃者将有机会被
输送到市县级体校。”

而嘉应新匠足球俱乐部则代
表了梅州社会青训机构的另一种
培养路径和发展模式。其主要目
标除了在学校普及足球、在免费
的训练和比赛中发现好苗子外，
还负责将好苗子往职业足球领域
输送。俱乐部负责人谢新忠说：

“小学五六年级是分水岭，有天赋
的球员将被输送到职业俱乐部，

能力略差的将参与校园足球，再
输送到有足球特色的初中。”

梅州类似于“振城”和“嘉应
新匠”这样的足球特色俱乐部多
达 127家，它们开展的校园足球
青训活动已深入到各区县中小
学。据丘建谊介绍，梅州有全国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83 所、省校
园足球推广学校 138所、市校园
足球特色学校 286所、市级以上
的足球传统项目学校 24 所，
参与足球运动的学生人数
达25万人，约占全市中小
学生总数的40%。从耐
心“选种育苗”，到让
孩子乐享足球，梅
州正输出越来越
多足坛新星。

“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良
好的足球氛围，我们顺势而为全
力推动足球的发展。”梅州市体
育局局长陈远洋在接受羊城晚
报记者专访时，将梅州足球的发
展模式归纳为五个词：党政重
视、部门协同、社会支持、群众参
与、久久为功。在此基础上，从
青训培养、社会足球到职业足
球，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人才培养、赛事运营、场地建设、
足球产业链打造等多方面均良
性健康推进。

据悉，自 2009 年提出振兴
“足球之乡”计划以来，梅州市先
后出台了 19份足球发展专项文
件，囊括了足协实体化、职业俱
乐部扶持、场地建设、人才培养
和产业培育等多个领域，自上而
下地全面振兴梅州足球。梅州
市体育局遵循足球发展规律，推
动“五抓”措施的落实：狠抓组织
体系建设、足球场地建设、人才
队伍建设、职业足球改革和赛事
体系建设，为夯实足球发展奠定
坚实基础。

梅州市在机构改革中将市
体育局保持单列，以顶层设计引
领县、镇推动足球组织体系建
设，成立了市县两级足办、足协，
并出台和落实场地建设奖补激
励机制，引导全市充分利用路
边、村边、山边兴建足球场，同时
鼓励足球场进学校、进乡村、进
景区。陈远洋介绍：“目前梅州
市拥有 1027 块足球场地，已实
现市、县、镇的全覆盖，每万人拥
有的足球场地数量为2.64块，为
广东省之最。”

近日，“梅州客家队”冲超成
功。梅州市民魏远平现场见证
了这一历史性时刻，激动不已。
魏远平是五华横陂足球小镇的
一名普通员工，今年代表广东队
获得第十四届全运会群众体育
项目五人制足球男子乙组冠军。

魏远平向羊城晚报记者介
绍，今年代表广东出战全运会五
人制男子足球甲组和乙组的两
支球队，皆出自梅州五华，并最
终获得1金1银的佳绩。“乙组的
年龄界限是 40岁到 60岁，当时
是全县选拔，我的队友有教师、
医生、工人、生意人等，来自各行
各业；我们只有三四个月的训练
备战时间，但大家以拼搏换来了
宝贵的金牌。”在他看来，这枚金
牌反映的是梅州民间足球的真
实水平。

“梅州人对于足球的爱是发
自内心的，平常想踢球不提前
预约连球场都租不到。到了春
节，年初三到初七的‘球王杯’
赛 是 五 华 县 传 统 的 足 球‘ 大

餐’，以前是 30 个镇先打预赛，
如今则是 8 个镇直接在过年期
间进行决赛。”魏远平表示，疫
情 前“ 球 王 杯 ”从 未 间 断 ，到
2018 年已连续举行 17 年，“足
球赛是五华人辞旧迎新的最好
方式，比赛时五华县体育场免
费开放，几乎场场爆满，气氛不
逊色于任何一场中超”。

在魏远平的朋友中，魏道波
被其调侃为“球痴”。魏道波也
是魏远平全运会代表队的队
友，在乙组以七粒进球排名射
手榜第二。近日，与记者见面
时，魏道波刚刚结束了两场比
赛：“上午赶去梅县踢了梅州高
校校友杯足球赛，下午又赶回
五华踢了一场比赛。我一周基
本保持三四场的节奏，社会俱
乐部踢两场，单位队踢一场，保
守估计一年起码能踢 200 场。
现在我们各个镇都有足球协
会，平常节假日比赛不断，过年
期间各个村之间都会进行交流
比赛。”据魏道波透露，五华县

当地业余足球的约球社交群，
他知道的就超过 50 个，简直是

“全民约球”。
今年 8月，梅州市体育局发

布的《梅州足球行业研究报告》
显示，在 2020 年中国省市足球
发展健康指数排行中（中国足球
协会发布），梅州市以 82.8 分高
居全国第一；足球人口占梅州市
总人口的28.3%，居广东省21个
地市首位。

据丘建谊介绍，梅州本地的
足球赛事一年到头从不间断，已
构建起职业、社会、青少年三类
主体全覆盖，市、县、镇、村四级
区域全覆盖，体育、教育、社会三
个系统衔接有序的竞赛体系。

“我们官方统计，一年大概有
5000场足球赛。其中，2019年1
月落成的惠堂体育场，在启用之
初就成功承办了‘一带一路足球
邀请赛’和‘女足四国邀请赛’。
（5000 场）还只是官方有记录的，
民间自发的、社会团体组织的比
赛则不计其数。”

州是一座“血液里流淌着足
球”的城市。

12 月 22 日，梅州市五
华县体育场，中甲球队“梅州客家
队”在最后的读秒阶段以1比 1绝平
昆山队，获联赛亚军，拿到了中超直
升入场券。这也意味着，2022赛季
的中超赛场，将出现广州队、广州城
队、深圳队、梅州客家队等四支广东
球队征战绿茵场的盛景。“梅州客家
队”的成功冲超点燃了整座城市的
足球热情，让这座拥有148年足球运
动历史的“足球之乡”以高光之姿重
回人们的视野。

在梅州，踢球、看球、议球早已
成为市民的一种生活方式。就连一
年到头最重要的时刻——春节，不
少梅州人也是以踢足球来过大年。
“梅州足球的魂是历史的传承，梅州
足球的根是老百姓‘全民皆足球’！”
对于“足球之乡”的内涵，梅州市足
球运动中心主任丘建谊如是解读。

丘建谊口中的“魂”，是梅州足球的
悠久历史和深厚底蕴。

据《五华县志》记载，1873年德国传
教士毕安、边得志在五华元坑创办中书
院，在中书院右边的山窝里开辟了一个
足球场，教学生踢足球。由此，现代足球
传入中国，首次作为体育课程传授，开中
国内地足球运动之先河。2015年，五华
县元坑被国家体育总局认定为中国内地
现代足球的发源地。2021年，全国首家
现代足球旧址公园开园，一块“中国内地
现代足球发源地·长布元坑”的石碑诉说
着往日辉煌的足球岁月。

距长布镇元坑片50公里外的横陂
镇老楼村，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客家“四
点金”式经典建筑联庆楼再度因足球而
闻名遐迩——“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
要看李惠堂”。梅州五华人李惠堂驰骋
球场二十五载，两次参加奥运会，曾任
中国足球队队长以及亚洲人在国际足
联的最高任职——国际足联副主席，并
于 1976 年和贝利、马修斯、斯蒂法诺、

普斯卡什一起被评为“世界球王”。
曾雪麟、王惠良、池明华、谢育新

……上世纪八十年代堪称梅州足球的
高光时刻。当时，梅州涌现出了国家队
主教练曾雪麟、国家队队长王惠良和池
明华、蔡锦标、杨宁等名帅、国脚。1989
年出征意大利世界杯预选赛的中国国
家队中，谢育新、郭亿军、伍文兵和张小
文都来自梅州兴宁，“一县四国脚”一时
传为佳话。

“足球之乡”里，巾帼也不让须眉！
梅州梅县在1950年就已拥有五支女子
足球队，是全国女子足球最活跃的地区
之一，到 1981 年女足球队增至 16 支。
第一支广东省女子足球队就选拔了吴
伟英、李小兰、张小丽、廖怀萍等九名梅
县人，其中吴伟英和李小兰还入选中国
女足并参加了第二届女足世界杯。今
年的东京奥运会上，来自梅州的罗桂
平、林宇萍、李晴潼、陈巧珠四名队员代
表中国女足出战，“足球之乡”的铿锵玫
瑰，在历史传承中又一次成功接棒。

足球“根”：全民皆足球，全年赛不停

：电动自行车超速改装也能上牌上路？1

全省已上牌800多万辆，违规调速检测难2

足球“策”：体系化发展，打造产业链

足球“苗”：体教社融合，育足坛新星

足球传奇

今年来穗市监局查处涉电动自行车违法案件137宗4

3 自行车改成“摩托车”，一旦出事责任大

走访

管理

整治

风险

起电动自行车，就一个
‘怕’字！”12月 28日，
省公安厅上线“广东民

声热线”节目时，一名市民面对镜
头说出了对电动自行车乱象的心
声。

11月 2日，广州市正式启动电
动自行车登记上牌。近期，“广东
民声热线”记者暗访却发现，有不
少已上牌的电动自行车超速在市
区横行，市民避之不及；还有电动
自行车非法加装避震器、货架等装
置；甚至有官方授权带牌销售店铺
提供免费调速服务……

违规改装、提速的电动自行车
可以上牌吗？上牌后的电动自行
车如超速行驶、随便改装，如何治
理？节目中，面对群众关切，省公
安厅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厅长杨日
华表示，公安机关要按照法律法规
来规范电动自行车的各种行为，要
严格执行上牌查验要求，一旦发现
违法改装，不能予以上牌。

梅

广州部分门店带牌销售电动自行车

羊城晚报热线（020）87776887

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广东广播电视台、羊城晚报

政风行风热线（020）36235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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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电动
自行车行驶在
人行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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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五华县奥体中心前的“世界球王”李惠堂塑像
羊城晚报记者 杨楚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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