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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因经济、便捷等特

点，已成为人们出行的重要交通工

具，更成为快递、外卖等行业的必备

生产工具。但是，因电动自行车违

规停放、充电等引发的火灾事故时

有发生，有时甚至因室内充电引发

火灾造成人员伤亡。开鲁路286弄

小区有5幢1梯8户的16层小高层，

建造于上个世纪90年代。受小区

原有规划限制，没有非机动车棚，大

部分居民推着非机动车上下电梯，

将车辆停在楼道里。

“今年2月底，南京某居民小区

因电动自行车引发火灾造成人员伤

亡的事故令人震惊。小区居住安全

永远排在第一位。”杨浦区殷行街道

工农二村第一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章

咏梅说。事故发生后，她立即邀请

业委会、物业公司共商共议，在小区

海报栏、楼道口、电梯内张贴《安全

提示》，宣传“电瓶车进入电梯”“电

瓶车放在楼道中充电”的危害，提醒

居民要提高安全意识。不少老人心

急如焚地跑到居委会投诉，一层楼

道停放了七八辆电瓶车，“飞线”充

电的电源线如同蜘蛛网，一头连着

充电器，一头伸向各家各户，安全隐

患突出。居民都希望能从根本上解

决楼道停车充电问题。

了解了居民的意愿后，章咏梅

带领居民代表、志愿者、楼组长挨家

挨户排摸车辆数量，收集居民们的

需求和想法。他们从16楼往低楼

层走，挨家挨户敲门了解情况。白

天敲不开门，晚上再去敲门；工作日

没人应答，周末再上门。一周内，他

们排摸出小区非机动车有近500

辆，同时收集到了不少居民的诉求。

摸清情况后，居委会指导小区

业委会召开业主大会，征询小区内

加装非机动车集中充电车棚方案，

最终获得业主们高票通过。小区业

主王国良说，征询期间，居民们纷纷

建议“车棚一定要防雨”“远离居民

楼”等。

在充电设施的前期选址期间，

“邻避效应”是常见的问题。居民都

有充电的需求，但都希望集中充电

的位置不要在家门口，担心安全隐

患。章咏梅说，对于选址的标准，首

先是安全第一，远离配电房、变压器

等；其次，要方便居民，选择小区出

入口、垃圾箱房附近等人流量较大

的区域；最后，要把负面影响降到最

低，“螺蛳壳里做道场”，盘活可用公

共空间，尽量远离居民楼，不影响小

区内的交通通行。基于这些原则，

他们确定了新增4个非机动车棚的

点位。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施工，今年

5月1日起，小区内新增4个非机动

车棚全部投入使用，新增了160个

充电插口、近400个停放车位，基本

解决了居民的燃眉之急。与此同

时，5幢居民楼的电梯都增设了梯

控装置，阻止电动自行车通过电梯

“进楼入户”充电。

据了解，近年来，本市持续推进

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

截至去年底，全市约1.3万个住宅小

区中，已有约1.25万个住宅小区建

有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已基本实

现本市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

施“应建尽建”。对于尚不具备场地

建设条件的住宅小区，各区相关部门

也在通过因地制宜建设露天分散充

电桩、充（换）电柜、小区外公共充电

设施等方式，争取早日实现住宅小区

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全覆盖。

本报记者 杨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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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鲁哲）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今天发布消息，

本市启动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工作，

预计60多万户用人单位受益。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介

绍，按照人社部《关于延续实施失

业保险援企稳岗政策的通知》、市

政府《减轻企业负担支持中小企业

发展若干政策措施》要求，近日，市

人社局会同市财政局、市发改委、

市税务局出台《关于实施失业保险

稳岗返还的通知》。失业保险稳岗

返还的对象范围是：2023年裁员率

不高于5.5%，按时足额缴纳失业保

险且信用记录良好的本市企业、社

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律

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以

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在

返还比例上，以企业及其职工2023

年实际缴纳的失业保险费总额为

基数，大型企业按30%、中小微企

业按60%返还。返还资金不仅能

用于职工生活补助、缴纳社会保险

费、转岗培训、技能提升培训，还可

作为降低生产经营成本的支出。

此外，为提高用人单位的获得

感和便捷度，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

金采用“免申即享”的方式发放。

经大数据比对、符合条件的用人单

位将陆续收到推送短信，单位通过

人社自助经办平台对银行账号等

相关信息予以确认，经市区两级人

社部门审核、公示后，稳岗返还资

金将直接拨付到单位账户。根据

工作安排，首批符合条件的用人单

位将于近日收到返还资金。

返还资金采用
“免申即享”方式发放

上海启动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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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鲁路   弄小区新建非机动车棚投入使用 杨玉红 摄

本报讯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5周年。昨天，解放日

报社启动“信仰之路Ⅱ ·大国之

道”主题采访活动，寻访多条重

要国道，展现75年来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别是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动实践，

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

优势和精神力量。

“信仰之路”是解放日报推

出的重大主题报道活动品牌。

2021年，解放日报曾开展“信仰

之路 ·庆祝建党百年主题寻访”，

遍访百年党史上的重要地标，梳

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推出

43期全媒体寻访报道和1个大型

融媒体产品，并集结出版图书，

取得热烈反响。

此次启动的“信仰之路Ⅱ ·

大国之道”选取了G318、G228、

G312、G219等具有代表性国道

线路，聚焦“改革开放和高质量

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历

史文化传承保护和中华文明探

源”“生态文明建设”等主题，探

寻其间的治国之道、发展之道。

“信仰之路Ⅱ”采访过程将

充分发挥解放日报融合转型成

果。除刊登报纸特刊、随采随发

图文稿件外，还将与有关平台合

作，推出系列视频报道和融媒体

产品。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嘉

鸣为采编团队授旗，副市长解冬

出席仪式。

在国道上
探寻“大国之道”
“信仰之路”主题采访启动

2020年以来，“一江一河”两岸公共空间贯通提升华政段建设开展，对

27栋“国保级”校园建筑进行修缮，更好展示沿线优秀历史建筑风貌。近

日，位于苏州河畔的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陆续完成多栋老建筑修缮，其

中两处举办首展，将陆续向公众开放。 本报记者 刘歆 摄影报道

5月1日，开鲁路286弄小区新建的4个非机动车棚投入
使用，困扰640户居民十多年的“人车抢梯”问题终于解决
了。得益于社区“三驾马车”与居民“双向奔赴”，非机动车棚
从征询到建成启用仅用时一个半月，效率很高。

近日，网传“上海公交司

机好心扶摔倒老人反被讹”的

视频，引发关注。据虹口警方

核实，老人为醉酒状态，不存

在讹人情况。此前，司机所在

车队已表示，该驾驶员操作没

有问题。

街头遇到有人跌倒，特别

是老人，究竟“扶不扶”，近年来

屡屡成为热议话题。不扶，有悖

传统道德规范；扶，万一碰上被

讹的事情，很有可能给日常生活

带来大麻烦。此次网传的视频

显示：公交车司机扶老人时，老

人疑执意躺在地上，最后还不让

司机开车走。醉酒老人不当行

为虽不是讹人，但还是影响了

公交车正常运营，应予批评。

助人反被讹，这样的事情总

会引起很大的关注，也严重挫伤

了人们见义勇为的积极性。不

能让见义勇为者心寒，更要让讹

诈救人者担责，但也不能总认定

被扶老人一定讹人。    年，一

段“小学生扶摔倒老人反被讹”

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然而警方

通过监控视频发现，老人摔倒是

由小学生打闹引起的。

扶还是不扶，不应该成为

让人困惑的难题。激活社会

的正能量，一方面需要有关部

门出台法律法规，为见义勇为

者“撑腰”，让他们在司法纠纷中承担

“零风险”，像《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

例》中规定：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

保护，对患者造成损害的，不承担法律

责任；另一方面，要通过监控等还原真

相，及时回应公众疑问，此次虹口警方

的快速回应，赢得了很多网友的点赞。

老人因一时“迷糊”而发生“误会”

并不罕见，这并不是“老人变坏了”，也

不是“坏人变老了”。对于公众来说，

别左右情绪，也别被情绪左右。多些

善意与理解，才会让更多好心人在老

人倒地后愿意并且敢于去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