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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武汉市5岁女童雯雯经常
出现头晕、恶心的症状，严重的时候甚
至不能正常走路。爸爸妈妈带她去医
院检查，结果大吃一惊，发现孩子的颈
椎出毛病了。但颈椎病一般发生在老
年人身上，雯雯今年才5岁，怎么就患
病了呢？经过询问病史后医生发现，
孩子得病的根源在于平时沉迷玩平板
电脑的生活习惯。

7月19日 看看新闻

在杭州的许多老旧小区，由于
空间的匮乏，配套设施的不足，“飞
线”充电是不得已的选择；而在一
些设置了集中停放、充电的小区，
居民也会因为贪图方便、计较费
用、接口不够等主客观原因，选择
将车推上电梯，停到家门口充电。
上周，快报“民意直通车”聚焦小区
内电动车在楼道里充电、“飞线”充
电的现象，引发热议。

7月20日《都市快报》

老旧小区电动车“飞线”充电
司空见惯，“空中飞线”拉得像蜘蛛
网，既不美观，又妨碍人员进出，更
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已经成为老
旧小区一道并不靓丽的“风景线”。

截至2019年底，浙江省已登记
或者备案的电动自行车达 2880.47
万辆。一方面考虑到全省电动自
行车数量多、存在问题较为突出，
另一方面群众对电动自行车违章
行驶、无序停放、事故多发等反映
十分强烈，今年 7 月 1 日，《浙江省
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
这就是说，要管理“飞线”充电等问
题，相关的法律法规依据是有的。

问题在于，如果按照《条例》的
规定，“电动自行车蓄电池应当避
免在非集中充电的室内场所充
电”，而那些建造于二三十年前的
许多老旧小区，恰恰缺乏“集中充
电的场所”，电动车主想要做到“依
法充电”，就显得勉为其难。

对此，江北区大闸小区自有一
套治理办法。大闸小区是有着 20
多年历史的老小区，小区建成时没
有在车棚里配备充电系统，部分住
户没有车棚或者车棚与房屋分离，
导致从楼上甩线充电的情况很突
出，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尽管社
区和物业多次开展“飞线”整治，但
效果并不好。

有道是堵不如疏，社区在多次
实地勘测、听取民意的基础上，今
年4月以来，大闸小区13幢和6幢
附近的两组电动自行车智能充电
桩正式启用，可供20辆电动自行车
同时充电，待车辆充满电后会自动
断电，一辆普通电动自行车充满电
花费不到1元，居民都能接受。与
此同时，其他点位电动车充电桩也
正在抓紧建设中。电动车充电出路
有了，再回过头来清理“空中飞线”，
大家都愿意配合，效果就很好，小区

“飞线”充电行为大量减少。
电动车“飞线”充电存在很大

的消防隐患，而且有碍观瞻，派出
所、消防、街道工作人员的苦口婆心
确实很有道理，居民们不难听懂。
但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电动车充电
问题，不管有关部门怎么整治，也很
难真正让人心服口服，且往往演变
为“猫鼠游戏”。如今，多年的问题
一朝得以解决，让居民没有了后顾
之忧，谁还愿意冒着风险去架设“空
中飞线”呢？根治“顽疾”，关键就在
于顺应民意，办好实事。

每天一两杯咖啡“续命”
宁波30岁女白领腰酸背痛
竟得了这个老年病

左手一杯咖啡，右手一杯奶茶，已经成了很多上
班族学生党的日常标配。一位刚年满30岁的女白领
腰背痛得厉害，最后确诊患上骨质疏松。原来，从事
外贸销售工作的李女士工作并不轻松，为了保持工作
效率她和很多同事一样“咖啡续命”，而且早上7点左
右出门上班，晚上数着星星才回家，一天下来几乎看
不到太阳。医生判断，不见太阳，又摄入太多的咖啡
因正是导致她患上骨质疏松的诱因。

宁波晚报微信公众号

张华：咖啡这东西会上瘾，每次我只要一闻到这
味道就像人家想抽烟一样，马上得来一杯，这下我都
不敢喝了。

丹：每天靠咖啡续命的人，看了心里慌，是不是应
该去检查下骨质是否疏松？

番茄炒西红柿：年轻时拼命赚钱，年老时拿钱续
命，何苦呢？劳逸结合才是硬道理。

宁波爸爸
带着5岁娃喝了一夜酒
第二天发现：儿子不见了

家住鄞州区东胜街道的鲍先生，深夜带着年仅5
岁的儿子和朋友们喝酒聚会，在喝高后一人独自回了
家，之后压根想不起来儿子去哪了。近日，鄞州公安
分局东胜派出所接到了这样一起令人哭笑不得的警
情。原来，7月10日晚鲍先生带着儿子外出与朋友
喝酒，第二天早上7点一个人醉醺醺地回到了家，身
后却没有儿子的踪影。他妻子报警后，经查才得知儿
子在朋友家里，后来警官驱车将孩子带回。

宁波晚报生活号

QQ哥儿子的妈：宁波有句老话：宁可跟着讨饭
娘，莫去跟着做官爹。这位糊涂父亲用实际行动证明
了。

易行：上次还看到一个醉酒的爹抱着娃在绿化带
里睡了一夜，市政工人居然叫不醒报了警。

近日，我市召开全市加快推进
国际消费城市建设暨夜间经济发
展动员部署会，其中提到，发展夜
间经济要围绕群众品质化、多元
化、便利化消费需求，以扩大消费、
服务民生为导向，提升优质产品和
服务的供给能力；要提升夜间经济
业态，重点拓展夜间购物、夜间美
食、夜间娱乐、夜间旅游、夜间文
化、夜间体育等消费领域。

说到夜间经济，人们的注意力
往往集中在购物、美食、娱乐、旅
游、文化等可以带来真金白银的夜
间消费，对于“自娱自乐”的夜间体
育，关注度远不如前者。其实，夜
间体育无论是“群众基础”还是市
场潜力，一点不比其他夜间经济逊
色。近年来，无论是夜间跑步、骑
行者数量，还是到学校、健身房、游
泳馆等场所运动的人群，都与日俱
增，鄞州等地夜间网球运动场动辄
被“秒杀”，晚间广场舞更是“遍地
开花”。随着影院恢复营业，不少
按下暂停键的室内外夜间体育也
松了绑。请人吃饭不如请人出汗，
可以这么说，只要引导得法，夜间
体育完全有望成为夜间经济的“香
饽饽”。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
康，没有全民健身又哪来全民健
康？理论上，夜间体育人口涵盖除
不会走路的婴儿和坐轮椅的老人
以外几乎所有人群，其巨大的人口
基数与消费潜力，是购物、美食、娱
乐、旅游等夜间项目所难以比拟

的。多数上班族白天没空，只能
选择晚上出来运动；很多中老年
人也习惯性地将广场舞、健身操
放到晚上；许多中高档体育赛事
也多安排在夜间举行，参赛观赛
那可都是运动人士的“最爱”。除
了健身房、游泳馆等，练广场舞、
健身操、太极拳等项目的时间长
了，也是想不拉动消费都难，比如
被各种教学、切磋、比赛等活动所
拉动的服装、交通、餐饮消费等。
有这么多运动人口源源不断地加
入，夜间体育不成为拉动夜间经济
的“生力军”才怪呢！

拓展夜间体育，既可以作为发
展夜间经济的重点，也能成为进一
步撬动全民健身的杠杆，更是容易
获得市民认同的民生工程，可谓一
举多得。在具体做法上，不妨借鉴
北京等一些夜间体育发达城市的
做法，如支持体育运动项目经营单
位在尽量不扰民、少扰民的前提下
延长营业时间；促使更多学校在晚
间、节假日向公众开放体育设施，
见缝插针在公园等地增设体育健
身设施和运动场地，满足年轻人体
育消费需求；改善体育场所与设施
附近的交通、停车和其他服务条
件；鼓励更多社会资本进入体育产
业，进行市场化运作。同时，不断
丰富体育健身和体育竞赛、表演市
场，从而进一步扩大体育人口规
模，让有庞大人口支撑的夜间体
育，尽快成为夜间消费领域的“香
饽饽”。

让夜间体育成为夜间经济的“香饽饽”
胡晓新

整治“飞线”充电，堵不如疏
郑建钢

5岁女童得了“老年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