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8日，北碚区朝阳街道新房子社区，
居民乘坐电梯出行。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核心提示
5月10日晚，成都市成华区丛树家园小区一电梯内电瓶车爆燃，

导致多人受伤，最小的伤者是仅5个月大的婴儿，电瓶车爆燃视频令
人惊心！

成都电动车爆燃事件后，我市物管企业纷纷在楼道张贴出
禁止电动车上楼入户的通告，但重庆日报记者多方调查发现，
我市居民小区普遍无充电桩，电动车“上楼入户”隐患已存在
多年，如何彻底消除电动车消防安全问题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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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除电动车“上楼入户”隐患
须综合施策

一方面是小区基础设施不完善，物业对电动车“上楼入户”不能强行
制止，另一方面是相关职能部门表示，电动车消防安全问题暴露多年，
应急整治只能管一时。就此，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建议，重庆应先行地
方立法。

“地方立法对于电动车的停放、充电等安全事项管理应当有所
作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侯国跃表示，考虑到近期电动车自燃
事件乃多方原因所致，故而如何明确电动车使用者、生产销售
者、物业服务企业管理者各自的法律责任，则为条例制定过
程中面临的现实难题。

侯国跃建议，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充分运用地方立法
权加快制定“重庆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明确禁
止电动车“进楼入户”的法律立场。

为此，立法者可以综合运用权利、义务、责任
机制，以专章形式明确规定使用者严禁在建筑
物首层门厅、共用走道、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
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生产销售者禁止
非法从事拼装、加装、改装电动车业务，物业
服务企业应当统筹管理电动车集中停放
区域，并配套安装电动车充电桩等配套
设备。如此方能以地方性法规解决
电动车停放难、充电难这一社会治
理难题。

重庆地方立法应先行
图为城南家园小区安装的充电桩。周松 摄

□本报记者 张莎

“我们终于等到电梯了，不用再为爬楼担
忧了！”近日，北碚区朝阳街道新房子社区新
房子91号的加装电梯正式通过验收投用，居
民们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

走进新房子社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整
齐排列的33部外挂电梯。在社区搭台、居民
自治共建下，605户居民的“老房电梯梦”得以
实现，从此告别30余年没有电梯的日子。这
里也成为北碚区老旧小区中自筹自主安装电
梯最多的社区。

一天上下近200层
居民渴望告别“爬楼时代”

新房子社区分为文星村和新房子片区，共
有1640户居民、68个单元楼。这些楼栋最新的
建于上世纪90年代末，楼层数多数在8-12楼
之间。同时，这还是一个深度老龄化社区，60岁
以上老年人超过一半，居住着1000多位老人。

没有电梯，是张小华一家最大的烦恼。
46岁的张小华和丈夫、小孩居住在文星村
189号11楼，年迈的公公婆婆住在旁边的190
号8楼。尽管两户房屋隔着窗都能喊话，却竖
着上下至少19层的屏障。

“公婆需要人照顾，每天早上，我要先下
11层、上8层去给他们煮早饭，再下8层去买

菜，买好菜上8层去把老人的午饭做好，又下
8层、上11层回家做自己的饭。”张小华掰着
指头数，每天仅是这样周而复始三餐，她起码
要上上下下近200层楼。

对上了年岁或是行动不便的居民来说，
一栋栋高楼更是如同一座座高山，一级级台
阶犹如一道道屏障，使他们的外出道路和回
家归途变得坎坷难行。

当地居民最后几十米垂直交通难题亟待
解决。然而，民众呼声虽高，现实中阻碍却不
少。“不管大小会议，大家都在提电梯问题，但
实际操作中，加装电梯却又成了‘堵’点。”新
房子社区党委书记唐海燕说，辖区全是“三无
小区”，无物管、无业委会、无大修基金，加装
电梯面临着业主意见不统一、加装费用筹措
难等“硬骨头”问题。

求同存异
老旧小区建“自管会”

谁来协调各方，找到“最大公约数”？
随朝阳街道统一组织前往北京取经后，

在北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支持指导
下，新房子社区很快成立了北碚区第一个“社
区自治服务管理委员会”（后称“自管会”），在

街道社会事务办备案，发挥自治组织作用。
“自管会”由谁组成？新房子社区党委牵

头，在每个单元选两名能说会道、众人信服的
代表，目前已有68人进入“自管会”，其中有
38名党员，包括8名党支部书记，以及专业的
统计师、会计师、工程师。

“自管会”的职责是什么？引导居民自发
组织、自我管理、自主筹资，开展老旧居民楼
安装电梯工作。

“加装流程怎么走”“我们楼具备加装条
件吗”“会不会影响采光”……征询意见期
间，68名“自管会”成员多方奔走，就居民关
心的施工扰民、电梯安装、后续维护等问题
进行多次沟通协商，帮助居民选择合适的加
装方案。

“我们大部分工作就是协调矛盾。”“自管
会”成员孙泽珍说，新房子92号电梯加装征询
结果出炉时，大家都没意见。电梯公司进场
后，2楼业主却提出反对，原来他担心加装电
梯影响采光。

孙泽珍有副热心肠，她带着自己手绘的
加梯草图和施工方案，向这位业主详细解
释，表示加装电梯的玻璃幕墙不会影响采
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2楼业主同意施

工继续。
“那些提出反对意见的居民，他们的想法

也应该得到尊重和理解。”新房子社区“自管
会”副主任李玉明说，虽然加装电梯并不是需
要100%的同意率，但是为了避免将来可能产
生的邻里矛盾，还是希望能够尽量达到
100%。因此，68位“自管会”成员成为电梯加
装过程中的“黏合剂”，串联起居民间的邻里
情，弥合分歧、统一思想，顺利推进老旧小区
加梯工作。

“一梯一方案”
大小事商量着办

记者留意到，新房子社区新加装的外挂
电梯既有玻璃幕墙造型，也有封闭式造型；30
几部电梯的品牌也不尽一致。

“我们33部电梯有4家供应商、4个品牌，
这些都是居民们自己招标、自己选择的。”李玉
明说，寻找电梯公司、联系施工队伍、审核设计
方案、安全论证……加装电梯环节多、周期长，
每一个重大决定，“自管会”都摆上台面，召开
居民会议，大家共商共议，按手印认证。

新房子93号加装电梯就选择了封闭式造
型，“自管会”成员李昌利解释说，他们这栋为

一梯两户结构，其他楼栋多为一梯四户、五户
或六户，玻璃幕墙造型电梯比封闭式造型贵5
万元左右，摊在每户居民头上就会多几千
元。10户居民商量后，决定选择性价比更高
的封闭式造型。

根据《北碚区老旧住宅增设电梯建设管理
暂行办法》，每部电梯由区财政补贴10万元经
费。还是“自管会”组织居民共议，决定这10万
元不分摊入户，而是作为大修基金以备后用。

“做梦都没想到，我们老房子也能装上电
梯。”最近，因定期要去医院、不得已搬走的文
星村185号居民但有全又搬了回来，“结束了
爬楼的困难史，我真是打心眼里高兴。”

在新房子社区，33部电梯承载着百姓的梦
想，实现了群众的期盼，让高层住宅变得平步
可及，不少曾经想搬走的居民都打消了念头。

自主自筹圆了“老房电梯梦”
——北碚这个老旧社区顺利加装33部电梯的背后

□本报记者 周松

楼栋出入口
电动车扎堆停放

成都电动车爆
燃事件后，记者接连

探访几个居民小区发
现，小区无充电桩是普

遍现象，电动车“上楼入
户”隐患大。

在渝北区鲁能星城一街
区记者看到，一栋1单元、2单

元、3单元的入户大门处，扎堆停
放着电动车，多的达到了7、8辆，将

设置在门口的部分座椅都挡住了。
在一栋平街的路边超市记者看到，

超市外墙上吊着一个普通的家用插座，此
时正有一辆电动车插在插座上充电，天上飘

着小雨，雨水打在电动车上，让人担心有漏电
风险。

在记者走访时，一辆电动车正好驶来，停在3
单元门口，只见车主麻利地打开电动车座位，从下面

取出蓄电池，准备拿回家充电。
在江北区东海岸小区记者看到，小区北门外停满了电

动车，足有10多辆，占用了部分进入小区的通道。而在小区
负1楼的车库，进入楼栋的铁门旁边，停放有十几辆电动车。

在江北区石韵桂园小区记者看到，数栋楼房的1楼门口也停放有
不少电动车。
“楼下天天都停着电动车，有时候很挡路，特别是看到网上说有

电动车自燃的问题，还是有些担心。”在鲁能星城，业主李女士告诉
记者，她偶尔也会遇到推着电动车上电梯的业主，现在想起来还
是有些担忧。

小区无充电桩 物业感到为难

而在这三个小区，记者都没有看到电动车
的充电桩。

“我们这里也是10多年的老小区了，
当初没有规划安装充电桩的位置。”鲁能星
城一街区的物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
也曾想过安装充电桩，但是安装充电桩，势
必要占用公共用地，就需要经过业主同意，可
是毕竟购买电动车的是少数，大多数业主都不
同意安装充电桩，此事也只有不了了之。

该工作人员还说，他们严令禁止业主将电
动车推入电梯，也要求业主不要将电动车停放

在楼栋出入的门
口，可是并不是所有
业主都会乖乖遵守。
“成都发生电动车自燃

的事情后，我们还
专门将相关新闻转
到了业主群里，反
复提醒业主们注意
安全。”

记者查询到，电动
车不能“上楼入户”其实
早有规定。在 2017 年底，
公安部就出台过关于规范电
动车停放充电加强火灾防范的
通知，要求加强管理，禁止在楼道内
停放、充电。2019年11月，重庆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发布了关于进一
步加强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
通知，要求重点排查电动自行车“上楼入户”

“人车同屋”“飞线充电”等突出问题。

消防部门坦言
应急整治只能管一时

随后记者走访了相关职能部门。
“其实3年前我们就在关注电动车消防安全的问题，

并进行过整治。”重庆市消防救援总队防火监督处参谋陈
渊告诉记者，2018年，我市消防、应急、市场监管等部门就违
法销售质量不合格电动车，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违规停放，
违规私拉电线给电动车充电等问题进行过整治，并建议有条件
的住宅小区楼院应当设置集中停放充电场所。

“2019年底，根据中央相关部委的通知，我们又强化过这方面的工
作，但是只管得了一时。”陈渊说，楼道是主要的消防逃生疏散通道，我市

高层建筑多，楼梯间多属于防烟楼梯间，这种设计是为了在发生火灾
时烟气不至于蔓延到楼梯间来。可如果楼梯间里的电
动车起火，也会因楼梯间相对封闭导致烟气无法扩散
出去，致使疏散功能无法发挥，甚至极易形成烟囱效
应，直接蔓延数十层楼。

陈渊强调，在家中充电也很危险。因为锂电池本
身就有易燃易爆属性，哪怕是正规电动车也不能完全

避免这个危险，更别说市场上还充斥着不少劣
质的电动车。

“要想妥善解决电动车的安全问题，必须多部门协
作。”陈渊说，市场监管部门应当严加查处，禁止不合格的
产品生产和销售，而物业部门则应当推动相关法律法规
出台，规定小区设置电动车集中停放和充电区域，这样才
能有效减少电动车“上楼入户”的问题。

新闻延伸

专家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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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日报记者通过走访发现，造成电
动车“上楼入户”的原因除了监管不到位，
也跟小区充电桩设施缺乏不能满足电动
车充电需求有很大关系。虽然我市对
小区配备充电桩没有统一规定，但已
有部分物业小区自己出资安装充电
桩，来拆除电动车“上楼入户”这颗
“定时炸弹”。

在南岸区城南家园小区，
就通过安装充电桩，解决了
居民充电需求。

“在没有安装充电桩
前，我们根本无法制止
居民将电动车推进电
梯上楼的问题。”城
南家园小区物业
人员程先生告
诉记者，他们
小区有 3 万
多户居民，
曾有各类
电动车

约3000辆，电动车“上楼入户”“飞线充电”等
问题非常突出。

“6楼以下的居民，就喜欢从窗户吊根电线
下到1楼来为电动车充电，而6楼以上的，则会
把电动车骑回家或者在家门口充。”程先生说，
小区保安看见情况也会上前制止，可是居民根
本不听，冲突不断，而且大多数居民都是如此，
物业也无能为力。

后来，由物业出钱，在每一栋楼下空地处安
装了防水防漏电的专用充电桩，充电桩使用投
币或扫二维码的方式付款，1块钱就可以充200
分钟，居民们的电动车有了充电好去处，自此

“上楼入户”“飞线充电”等问题才得以解决。“虽
然现在仍有居民想把电动车推上楼，但相比以
前少得多了，我们劝阻起来压力也要小很多。”

渝北区在水一方小区有1700多户居民，
100多辆电动车。这里也曾经存在电动车乱停
乱放、“上楼入户”的问题。为了阻止电动车
上楼，保安发现后，会立即上门劝说。“劝说
时，业主还觉得我们保安多管闲事，双方常
常因此起争执。”物业人员汤女士说，在
劝说无效的情况下，物业会找来社区
工作人员和民警共同上门进行劝
导。可这样耗时耗力，而且无法做
到完全监控到位，实际效果一般。

2018年，小区物业通过业
委会向居民普及安装充电桩
的必要性，并讲明安装充电
桩需占用部分公共用地，
最后业主大会表决通过
在小区安装充电桩。

有物业小区自己出资安装充电桩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