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违法现象多发乱象令人忧心

近日，记者在全国多个城市街头实

地走访发现，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

较为普遍，隐患重重。

在北京市宣武门西大街西向东方向

辅路，记者看到，晚高峰时段，半个小时

内，闯红灯的电动自行车超过300辆，违

法车辆多次险些与正常通行的行人、车

辆相撞。

同样是下班高峰期，在山东省济南

市经十路与纬一路交界处，等待通行的

电动自行车群，在红灯倒计时还有3秒时

便“抢跑”启动，右转车辆被逼停。

“这两年，很多电动自行车在人行道

上行驶。”一位深圳市民说，走在路上，经

常是身后有电动自行车催促让行，迎面

有逆行的电动自行车闪灯示意，拐角处

还不一定什么时候出来一辆。

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乱象不断，导

致交通事故频发。今年9月，海南海口一

名女子骑电动自行车带孩子逆行，与一

辆小轿车相撞，该女子经抢救无效死

亡。江苏省无锡市人民医院骨科主治医

师陈赢介绍，科室收治的患者中，因电动

自行车交通事故导致的创伤患者占比接

近40%，以中青年群体为主。

公开资料显示，山东淄博今年造成

人员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中，电动自行

车骑行未佩戴安全头盔占比43.38%，违

法占道行驶占比13.33%，闯红灯占比

11.11%；涉电动自行车一般程序事故死

亡人数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54.95%。

就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问题，深圳、

西安、广州等多地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重

点针对闯红灯、逆行、未按道行驶和不戴

头盔等。

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7月，深圳共查

处电动自行车违法140万宗，同比上升

10.4%；今年以来，广州查处的电动自行

车交通违法同比增加1倍多；11月整治行

动期间，西安单日查处电动自行车闯红

灯1267例、逆行1269例、非机动车走机动

车道4305例。

记者注意到，针对驾驶非法改装电

动自行车“飙车炸街”、追逐竞驶等情况

增多，多地也开展了集中打击。截至10

月下旬，广州查获涉嫌非法改装车辆

10595辆，打击“飙车炸街”团伙77个。浙

江、辽宁、上海等地公安机关对查处的驾

驶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飙车”人员予以

行政拘留等处罚。

安全意识不强 执法存难点

近年来，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一直

是各地交管部门的整治重点之一。为何
电动自行车交通乱象依然不断、交通事
故屡有发生？

多名受访对象表示，乱象背后，与电动

自行车数量不断增加、骑行人员安全意

识不强、相关部门执法存在难题等有关。

目前，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

超3.5亿辆。广州市公安交警部门统计，

截至2024年9月，广州市电动自行车登

记上牌数量为540万辆，日新增上牌约

4000辆。

一些地方非机动车道规划建设不完

善，部分骑行线路不够便捷顺畅。“如果

按规定走的话，得骑特别远才能掉头，有

时候赶时间就冒险逆行了。”一名电动自

行车车主说。

多名交警告诉记者，骑电动自行车的

人越来越多，不少人对交通规则不清楚。

加上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成本较低，处罚

金额多在20元至50元之间，多数情况下

以劝导为主，让骑行者抱有侥幸心理。

受警力限制，一些路段在特定时间

段缺乏有效监管。一名交警坦言，短时

间内出现大量违法行为，给临街检查带

来很大挑战。

此外，监管执法上也存在一些技术

困难。一些地方的“电子眼”不能对路口

的非机动车违法行为进行自动抓拍和实时

监控；对于电动自行车超速认定，业内人

士表示，认定效率和可行性等有待提升。

电动自行车改装屡见不鲜，但提速等

非法改装难以通过外观判断。山东省潍

坊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多名民警说，对这类

车辆路面拦截检查不太现实，通常是发生

事故后到车管所进行专门查验才能认定。

让电动自行车骑行更安全规范

为使电动自行车骑行更规范、更安

全，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措施，多

地开展了一些探索和尝试。

今年10月，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联

合发布公告，要求加强电动自行车产品准

入及行业规范管理，深入推进电动自行车

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

部分地区通过升级技术手段加强

监测。

广西南宁启用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

行为非现场抓拍设备，抓拍到相关交通违

法行为后，通过短信对违法人员进行提

醒。潍坊市通过“无人机交警”对电动自

行车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依托高清摄像、

拍照等功能，提高查处效率。

深圳市大浪街道依托龙华区“数字治

理”AI支撑平台，对辖区内62所幼儿园和

中小学出入口实时抓拍，自动识别未戴头

盔人员。据当地交管部门统计，不到半年

时间，该街道内骑行家长头盔佩戴率达到

90%以上。

电动自行车骑行群体中，外卖、快递

从业者占比较高，一些企业开始加强引导

和管理。“每天首次打开工作软件时，会弹

出多道与安全规范有关的考题，通过测验

才能开启一天的派送。”一名极兔快递有

限公司的快递员说。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许

光建表示，根治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乱

象，需要加强源头治理、多部门相互配

合。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强对电动自行车

生产、销售等环节的监管，将超标电动自

行车、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挡在上路之

前；公安交管部门在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化

执法，创新应用科技手段强化执法力度，

扭转“小电驴”交通违法高发态势。

许光建等专家建议，各地从实际需求

出发，进一步规范、完善非机动车道建设，

增加交通导向标志、机非隔离设施等，保

障电动自行车有路可走。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记者张钟
仁、毛思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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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12月2日电（记者孙丽
萍）“未来产业”“智能向善”……迅猛发

展的AI技术成为人际交流高频使用词

汇；“水灵灵地”“班味”“松弛感”精准“拿

捏”人们日常状态；“银发力量”“小孩哥/

小孩姐”携手跻身年度热词，显示年龄不

再阻挡人们追求自己的热爱和梦想。

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语言文字

权威期刊《咬文嚼字》2日发布“2024年

十大流行语”。上榜热词为：“数智化、智

能向善、未来产业、city不city、硬控、水

灵灵地、班味、松弛感、银发力量、小孩哥/

小孩姐”。

据介绍，该“十大流行语”由语言文

字专家研究全年互联网和大众媒体中出

现的高频热词而评定，关注中文语言文

字的“创新”。《咬文嚼字》主编黄安靖说，

“语言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今年流行语折

射出的时代特征十分鲜明。”

今年人工智能引领的高科技发展迅

猛。据介绍，“数智化”为数字化和智能

化的融合体，是新型工业化的鲜明特征，

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智能向

善”指人工智能的发展必须有利于更好

增进人类福祉，既能够推动产业变革和

经济发展，又能够让社会更加美好。“未

来产业”则包括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

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

等新赛道。

文旅融合正为中国文化行业带来新

鲜气象。2024年，美国博主保保熊一句

“city不city”火遍中国。语言文字专家

指出，“city”本义是城市，也可指城市化

的，而“city不city”衍生出时髦、洋气、现

代化以及“刺激、开心的感觉”。中国实施

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让越来越多的外

国游客在中国发出“好city啊”的感叹。

2024年，那些鲜活表达人们状态的

词语热度居高不下。“水灵灵地×××”，

原本出自一位韩国女歌手在展示照片拼

贴画时说的话，迅速走红网络后，被用于

形容人漂亮而有精神、动植物等润泽有生

气，也可以用来自我调侃和自嘲。

“班味”指的是上班压力过大的人们眼

神疲惫、面容憔悴。这一词语走红，源自网

文《一旦上过班，你的气质就会改变了》。

网友不仅热议“班味”，也喜欢分享“去除班

味”的方法，如旅游、休假、社交、文娱等。

而与“班味”相反，备受追捧的“松弛感”，则

指遇事能从容应对、善待自己、不慌张、不

焦虑，这是人们向往的状态。

源于游戏的“硬控”一词，在2024年

变成了拥有魅力和吸引力的正面表达。

语言文字专家分析，网络上常说的“硬控

我×秒”“××硬控我×分钟”，意思是某种

事物非常吸引人，让人短期内完全沦陷、身

不由己，常用于形容某个事物或现象对人

们产生强烈吸引力，让人无法不关注。

十大流行语中，“银发力量”和“小孩

哥/小孩姐”携手亮相。“银发力量”指老

年群体在社会各个领域产生的不可忽视

的力量，既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又老有

所为，年龄不能阻挡“银发族”活力四

射。而“小孩哥/小孩姐”指的是在某方

面具有过人才能的孩子。巴黎奥运会

上，“中国军团”涌现一批“小孩哥/小孩

姐”，年纪虽小却拥有非凡才能和心理素

质，未来可期。

《咬文嚼字》“2024年十大流行语”：

“松弛感”“小孩哥/小孩姐”入选

闯红灯、超速、逆行……

如何管住狂飙的“小电驴”？
人称“小电驴”的电动自

行车，凭借轻便灵活的特点，
成为许多人的出行首选。但
在一些城市，“小电驴”闯红
灯、超速、逆行等交通违法行
为屡禁不绝，导致不少交通
事故和人员伤亡。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开
展专项整治行动，加大对电
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的查
处。如何让“小电驴”骑行更
安全、更规范？“新华视点”记
者走访多地进行调查。

“小电驴”乱象新华社发王鹏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