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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至2023年，全市共
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 2149 起，
伤 14人，其中室内 129 起、室外
2020 起，发生在集中充电停放
场所160起，未发生电动自行车
火灾亡人事故。”2月28日，记者
从深圳市消防救援支队获悉，从
火灾数量看，2020年至2023年，
深圳分别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
261 起、502 起、544 起、841 起，
呈逐年上升趋势。

经过深圳消防部门综合研
判，当前深圳市电动自行车消防

安全工作面临四大风险：电动自
行车数量庞大且逐年上升、存在
非法改装拼装增加自燃爆燃概
率、违规停放充电、电动自行车
集中停放充电场所消防安全“良
莠不齐”。据介绍，由于集中停
放充电设施不能满足居民的充
电需求，电动自行车随意停放的
情况仍然较为普遍。

深圳市消防救援支队相关
负责人介绍，为深刻吸取南京

“2·23”火灾事故教训，深圳近
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电动自行

车集中停放充电场所排查整治，
连续开展针对性的夜查检查。
会同住建部门督促指导物业小
区开展电动自行车架空层、楼
道、地下停放集中清理工作，并
建立台账清单做好抽查。结合
元宵节消防夜查行动，组织 78
个消防救援所、442个小型消防
站检查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
所1080个，发现并消除隐患172
处，主要为消防设施配备不齐
全、防火间距不足、充电设施损
坏等隐患问题。

你的“容貌焦虑”
或许正是

医美机构的“赚钱密码”

南京雨花
台区“2·23”火
灾事故再度敲
响电动自行车
消 防 安 全 警
钟。深圳电动
自行车消防安
全面临哪些风
险？政策措施
如何保障？对
此，记者联系深
圳相关部门进
行了采访。

2023年 11月 1日，《深圳经
济特区消防条例》（以 下 简 称

《条例》）正式施行，加强对电动
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停放和充电
消防安全监管。《条例》规定，公
共门厅、楼梯间、电梯轿厢，以
及用于居住、办公等人员聚集的
室内场所，禁止电动自行车、电
动摩托车及其蓄电池停放、放置
或者充电。《条例》还提出，对于
违规停放、放置电动自行车、电
动摩托车和蓄电池，且拒不改正
的，对单位处 1000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500元以
上1000元以下罚款。

针 对 电 动 自 行 车 管 理 ，
《条例》对拟建、在建的住宅小
区、住宅建筑和人员密集场所
等建设项目，要求建设单位设
置集中停放、充电场所；对既
有建筑场所，要求其产权人、
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设置或者
改造集中停放、充电场所，要
求区人民政府为无法设置集
中停放、充电场所的既有建筑
场所，优先就近规划公共集中
停放、充电场所。

针对基层执法力量配置问
题，《条例》规定可以根据实际
需要将适合由街道办事处实施
的行政处罚委托街道实施，并明
确市、区政府应提供相应保障，
织密基层监管网络。《条例》还
明确了物业服务人负责物业服
务区域内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
车的消防安全管理。

记者了解到，接下来，深圳
将按照“清理一处、补建一处”
的原则，对不符合建设要求或者
存在危险性的电动自行车充电
停放场所开展清理工作，依法依
规加强涉电动自行车安全违法
行为的处罚惩戒力度，重点整治
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人车
同屋”等突出问题。同时，深圳
将实施电动自行车、蓄电池、充
电器等产品赋码管理，推广电动
自行车电池全生命周期健康管
理技术和卫星定位技术，辅助电
动自行车使用管理；强化小型消
防站、微型消防站检查，制定

“一场所一预案”，一旦发生火
灾，确保第一时间到场开展灭火
应急救援处置。

电动自行车安全问题是近
期的热点话题，实际上，这并不
是一个新话题。近年来，“电动
自行车不能入楼入户”“电池不
能拿回家充电”等安全规范一
直被宣传和呼吁，但仍有车主
“铤而走险”。根据国家消防救
援局统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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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电动自行车管理顽疾
“久治不愈”？羊城晚报记者采
访电动自行车车主、业内专家
等了解到，充电难、停放难、法
律法规缺失是电动自行车安全
管理不容忽视的三大问题。

日前，记者走访广州市天
河区棠悦花园小区，小区内的
许多住户是电动自行车使用
者，阿乐便是其中一位。“我们
小区内设有充电桩，我的楼下
便有 3 个。日常充电需要排
队，我偶尔会遇到充不上电的
情况。”在阿乐看来，目前她所
居住的小区设置的充电桩总
体能满足车主需求，充电桩位
置与住宅保持一定距离，比较
合理。

“但用充电桩充电的价格
偏高，一辆电动自行车充满电
需要4.5元左右，是在家充电成
本的三四倍，充满一次仅能骑
两天。”阿乐告诉记者，她经常
看到一些车主为了方便或降低
成本提着锂电池回家充电，年
前几乎每天都能遇到。

充电成本为何居高不下？
据一些充换电企业反馈，目前
充换电设施进入小区、街道需
要一定的进场费、场地费、物业
街道抽成等费用，这些费用导
致充电成本增加。广东省电动
车商会执行会长蓝世有呼吁，
充换电设施应作为民生工程，
不设置场地费和叠加电费，尤
其是物业不应将该项目作为商
业项目运营。

南京市雨花台区“2·23”
火灾事故后，群众对于充换电
设施在小区内安装是否有规范

的流程、进入小区是否需要有
关部门审批、充电选址谁来定
等问题尤其关注。

“目前，充换电设施没有国
家性标准，进入小区、街道不需
要部门审批或验收，主要由物
业或街道规划选址。”广州市电
动自行车行业协会执行会长黄
焕杰表示，充换电设施近几年
才兴起，目前没有归口的监管
部门。他认为，充换电设施核
心问题在于国家性标准的缺失
和无法对相关设施合格性进行
验收。

黄焕杰还透露，广东已推
出充换电设施的团体性标准，
但问题在于团体性标准仅为推
荐性标准，不具有约束力，不是
所有企业都会按照该标准执
行。如今充换电设施竞争大，
进入小区成本高，也导致一些
充换电设施平台公司压缩设施
材料成本和基建成本。这些都
可能导致一些劣质充换电设施
出现。“为此，我们成立了充换
电设施专委会，推行充电桩和
换电柜两个产品的标准。我们
也想在广东尝试推行充换电设
施白名单，依据团体标准实施
充换电设施验收、规避风险。”
不过，在黄焕杰看来，有关标准
想要真正起到作用，还需要地
方或者全国出台相关法律法
规，起到强制性约束。

日前，记者走访多地发现，电
动自行车乱停乱放问题较为常
见。在广州市白云区棠溪村邻近
南天西街的区域，记者看到该区域
没有设置电动自行车停车棚，电动
自行车集中停放于附近较空旷的
地方，由于电动自行车数量非常
多，出现了占用人行通道情况。

在广州市天河区棠悦花园，
该问题同样存在。在棠悦花园单
元楼门口，记者白天走访时看到
有大量电动自行车杂乱停放着。
到了晚上，问题则更加突出。此
种情况造成单元楼出入口狭窄，
甚至堵塞救援通道、逃生通道。

电动自行车车主王女士告
诉记者，由于棠悦花园小区内没
有专门的电动自行车停车棚，一
些车主为了避免电动自行车淋

雨，将车辆停在单元楼内、架空
层或充电桩的位置，影响了行人
通行和其他车主使用充电桩。
不过在2月27日，该小区物业已
统一在架空层张贴禁停标识，并
将车辆清理到了小区楼栋前。
她建议，小区内应分别设置充电
桩与停车棚区域，解决小区内电
动自行车杂乱停放的问题。

另据相关报道，在海珠区雅
景苑小区内，邻近小区北门的一
楼架空层停满了电动自行车。
小区物管人员表示，由于小区场
地不足，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解
决业主停车难的问题。白云区
富力桃园小区架空层同样停满
了电动自行车，甚至占用了人行
通道，街道办负责人称“小区几
乎没有什么空地设置停车棚”。

群众的电动自行车停放需
求与场地不足、整体规划缺失的
矛盾该如何解决？黄焕杰指出，
单靠物业某一方的力量很难从
根源上解决问题，尤其对于停车
场地不足的老旧小区，这需要有
关部门共同参与规划电动自行
车的停放场所建设。同时，充电
区域和停放区域应加以区分，避
免车主因停放电动自行车而占
用充电设施。

广州市政协委员、广东南方
软实力研究院副院长谭国戬长
期关注电动自行车充电难、停放
难等问题。他建议，编制电动自
行车停放场所和充电设施建设
规划，重点推进居住人口较多、
电动自行车保有量较大的既有
住宅停放、充电设施建设。

根据中国自行车协会披露
的数据，截至2022年末，中国电
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为3.5亿辆
左右。电动自行车已成为人民
群众生活中重要的交通工具，但
相关问题层出不穷，管理顽疾

“久治不愈”。在黄焕杰看来，全
国层面的立法十分重要。

“就像充换电设施还没有强
制性国家标准一样，标准的缺
失、制度的不完善给隐患存留了
空间。”黄焕杰认为，针对电动自

行车生产、销售、登记、通行等环
节，应出台专门的法律进行实质
性约束。虽然部分地方已经在
探索关于电动自行车的地方性
法规，但存在条款空泛等问题，
要避免形式上的立法。

此外，广东探索了电动自行
车赋码溯源的管理方式。“赋码
管理使得电动自行车各环节质
量安全可溯源查验，例如市场
监管等部门可通过扫码追溯车
辆是否存在非法改装，路面交

警执法可快速查验是否改装等
问题，不需要到第三方机构鉴
定，大大降低了劣质产品的流
通空间。”黄焕杰建议，广东可
以先行先试，将赋码管理写进
地方性法规。

在立法层面，也有全国人大
代表提出，目前电动自行车配套
法律法规不健全，行政执法、司
法裁判缺乏依据，对相关行为的
约束力度有限，建议制定一部专
门针对电动自行车管理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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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消防全面加强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

重点整治“进楼入户”“人车同屋”等问题

AA 过去四年电动自行车火灾数量逐年上升

BB 加强涉电动自行车安全
违法行为惩戒力度

“美颜太强大了，我爱美
颜，美颜里的我帅到爆炸……”
对于年轻人而言，在社交圈里
分享的照片基本经过了美颜处
理 ，因 此 照 片 也 被 称 为“ 照
骗”。即便知道照片失真，大家
依旧乐此不疲，为什么？原来
是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人存在容
貌焦虑。

近日，在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记者随机采访了两位女学
生。其中一位女学生告诉记
者，她没有容貌焦虑，因为她不
靠颜值吃饭。不过她表示，自
己在朋友圈发照片时，会修饰
一下，“我不想让别人挑毛病，
但在面对亲近的人时，我会发
原片。”

中国高校传媒联盟 2021
年曾针对高校学生进行过一
次容貌焦虑专项调查。该调
查发现高校学生产生容貌焦
虑主要有四方面原因，分别是
自卑心理、普遍流行的单调审
美、过于期待他人认可和互相
攀比的心理。

年轻人容貌焦虑加剧，使
得医美盛行，不少人通过超声
炮、热玛吉、玻尿酸、胶原蛋白
等医美手段，变成所谓的俊男
美女。这也促使我国医美市场
更加快速发展，市场年复合增
长率保持在15%以上。

据统计，2022 年，我国医
美相关企业新增 3.35 万家，同
比增长16.49%。2023年，国内
医美相关企业注册量增长势头
仍在上涨，前 11个月新增 4.24
万家，同比增长 34.97%，已超
2022 年全年。从区域来看，广
东现存 1.46 万家医美相关企
业，位居第一。

记者走访紫馨、美莱等医
美机构发现，求美者大多数是
20 多岁的年轻女性。业内人
士分析称，这说明医美消费人
群前置，26-35 岁求美者变多
可能与当下年轻人的学业、工
作压力和作息方式有关。

记者还了解，每年一到寒
暑假会迎来学生医美热，不少
高三学生会到医美机构进行双
眼皮手术，大四学生则忙着隆
鼻、祛痘等治疗。他们都希望
在迈入人生下一阶段时，“改变
自己”，展示更完美的形象。

“我们既要否定颜值的决
定性作用，也要肯定颜值对人
的积极影响，尤其是年轻人要
避免对颜值的认识走向误区。”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整形美
容科副主任医师卢金强表示，
近些年，因为不健康审美导致
的健康受损事件屡见不鲜，一
些年轻女孩为了追逐瘦身患上
了厌食症，有些人为获得性感
身材，隆胸丰臀后出现了感染
甚至死亡等的情况。

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
医师分会会长、中华医学会医
学美学与美容学分会副主委宋
建星表示，“馒化脸”的修复也
逐渐成为当下医美新消费趋
势。记者了解到，最近一两年，
年轻女性为追求面部幼态化，
过度填充苹果肌，为追求脸部
线条流畅过量填充玻尿酸、自
体脂肪等，导致了面部僵化、肿
胀，即所谓的“馒化脸”出现。

宋建星建议，年轻人在求
美的道路上一定要谨慎，一旦
走上极端，不仅会造成审美观
的扭曲，还可能影响个人身心
健康。

由于医美机构与消费者之
间存在的天然信息不对称，虚
假宣传一直以来都是医美领域
的顽疾之一。近年来，监管部
门针对医美行业的监管力度加
大。从上游的药剂、器械厂商
到中游的相关机构，再到下游
的医美平台，监管机构的监管
链条也在不断延长，医美全面
化监管已然成为大趋势。

按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医疗美容广告执法指南》（以
下简称《执法指南》）的规定，医
美不得以广告形式对其诊疗效
果作保证或承诺，不可利用广告
代言人为医疗美容做推荐、证
明，不得出现所谓的“推荐官”

“体验官”等，以自己名义或者形
象为医疗美容做推荐证明。市
面上诸如“整形日记”等软文，既
利用所谓的“推荐官”为医美用
品带货还制造容貌焦虑，是典型
的违法违规广告。

《执法指南》还明确医美广
告乱象重点打击行为，其中比
较典型的广告乱象是“不当关

联类广告”。例如，将容貌不佳
与“低能”“懒惰”“贫穷”等负
面评价因素做不当关联，或者
将容貌出众与“高素质”“勤
奋”“成功”等积极评价因素做
不当关联。

“任何手术，哪怕是微整形
注射都有风险。比如，玻尿酸
注射部位会出现渗血、皮肤瘀
斑、红肿、感染等，甚至有一些
机构因为注射不当会导致医美
者皮肤坏死、视力减退等。”南
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整形美容
科主任齐向东表示，对于医美
整形一定要谨慎。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容
貌焦虑”是一种需要正确看待
与 引 导 的 社 会 文 化 心 理 现
象。虽然人们能基于“完美容
貌”高效实现社会身份认同与
价值认同，但需要警惕容貌标
准的单一化。个人提升不能
将自己困于“提升颜值”一个
维度中。社会各方也应注重
正向价值引导，丰富与强化多
维的价值认同。

羊城晚报记者 张华

专家提醒：年轻人提高审美能力的同时切勿
被医美机构的过度宣传误导

医美瞄准年轻人 变美风险需警惕

不被广告所诱导 建立多元化审美

在抖音、小红书、微信视频号等网络社交平台，不少
“高颜值”俊男靓女活跃。这些俊男靓女拥有“大眼红
唇”“精灵耳”“天鹅颈”“八块腹肌”，在社交平台上吸粉
无数，获得巨大流量。这也导致不少年轻人产生“容貌
焦虑”。

正是基于这一点，一些医美机构为了抢占市场，在宣
传时大肆贩卖“容貌焦虑”“年龄焦虑”，鼓吹“抗衰越早越
好”“18岁之后就要抗衰”，引得求美心切的年轻人盲目做
医美。专家告诉记者，妍姿俏丽、秀色可餐或许是一个人
的加分项，但在提
高审美能力的同时
切勿被医美机构的
过度宣传误导。

充电之难何以破
充电成本较高、充换电设施缺乏标准

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停放难题怎么解 停车场所的设置
应编制整体规划

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

“久治不愈”根何在 法律法规不健全，
缺乏实质性约束

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

防火监督员就电动自行车的停放问题要求防火监督员就电动自行车的停放问题要求
相关人员进行整改相关人员进行整改 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广州天河一小区楼栋门口停放的电动自行车广州天河一小区楼栋门口停放的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焦焦焦焦焦焦焦焦焦焦焦焦焦焦焦焦焦焦焦焦焦焦焦焦焦焦焦焦焦焦焦
安全监管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郭思琦 实习生 晏西雅

电动自行车管理顽疾难治
业内人士呼吁加快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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