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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9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公安部、
应急管理部等多部门对最新修订的《电动自
行车安全技术规范》进行公开征求意见。与
现行标准相比，征求意见稿在提高防火阻燃
性能、防范非法改装行为等方面进行了改进
和提升。

根据工信部发布的信息，目前国内电动
自行车社会保有量已超 3.5 亿辆，相当于平
均每 4 个人就有一辆电动自行车。它小巧灵
活、成本低廉，是很多家庭接送孩子、上班买
菜的“刚需”，因而被国人亲切地称为“小电
驴”。但是近年来，电动自行车事故尤其是

火灾事故频发多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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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2022 年上升 17.4%。电动自行车火
灾事故现场往往起火快、燃烧猛，释放有毒
有害气体，严重的甚至还会发生爆炸，导致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此外，违法改装、超
速行驶、乱闯红灯等现象，也给交通安全带
来很大隐患。

电动自行车安全上的现实境况，喻示着必
须从源头上加强治理，从根子上排除隐患。从
这个角度看，制定“新国标”至少有两重好处：一
方面，严格的安全技术规范将促使电动自行车
生产企业提高质量水平，从源头上减少因产品
质量问题引发的安全事故，为消费者提供更加
安全可靠的出行工具；另一方面，“新国标”的实
施将有助于提升电动自行车使用者的安全意

识，防范非法改装，让骑车人清楚地认识到电
动自行车的安全风险，从而规范使用“小电驴”。

从征求意见稿来看，这次的“新国标”显
然更注重科学性和实操性，既做加法也做减
法。比如，完善了电动自行车所用非金属材
料的阻燃要求，限制塑料件使用比例；明确了
电动自行车控制器、蓄电池、充电器应具有互
认协同功能，从技术上增加篡改难度；优化了
电动机额定功率和最高转速的测试方法，还
增加了北斗定位、实时通信功能等。

作为电动自行车生产、消费大国，大众还
普遍关心“新国标”实施后会不会造成价格上
涨、会不会给产业造成冲击。从综合信息来
看，不必有这层担忧。“新国标”正式发布之
后，会给予生产企业 6 个月的过渡期，用于设
计、生产新产品。此外，还多给了 3 个月的销

售过渡期，便于商贸流通企业消化按照老标
准生产的库存车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为
了回应 8 月份商务部等 5 部门发布的《推动电
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实施方案》，各地陆续将电
动自行车纳入以旧换新的范畴，对每辆换新
购置的电动自行车补贴 300-600 元不等，大
大增加了消费者购入更合规电动自行车的经
济动力。新规和新政的衔接，不仅有助于提
升电动自行车产品的安全水平，也有望带来
销量提升，促进行业的规范可持续发展。

因为涉及的使用场景和使用人群非常复
杂多样，“小电驴”的安全治理问题一直是个
难题。为了“3.5 亿”的大安全，“小电驴”的生
产制造、销售管理、治理创新还亟须形成社会
合力，共同系牢安全“缰绳”，让“小电驴”跑得
欢，让老百姓生活有奔头。

系牢“小电驴”的安全缰绳
张 萍

童其君

今年曾发生过一起较为典型的案例，某
外卖平台骑手罗华因交通事故导致左膝髌骨
粉碎性骨折，重庆市人社部门快速作出职业
伤害确认，罗华及时拿到了补偿。此案中的
职业伤害保障，是国家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创设的一种新型工伤保险，由平台企业缴费，
就业人员个人不缴费。保障的范围和情形、
待遇的标准和水平，与工伤保险基本保持一
致。他的经历是各地重视维护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合法权益的一个缩影。

互联网时代，新业态培育出新的经济增
长点，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催生了一大批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日渐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
具有代表性的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送餐骑
手等职业已深度融入市民日常生活。

相比传统就业形态，新就业形态是典型
的零工经济。其灵活性、短期性和流动性等
特点致使新型劳动关系存在法律法规空白，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承受着职业前景不稳定、
工资水平不稳定、用工平台给予的待遇与约
束不成正比、劳动关系难认定、社会保障缺
失、遭受不公时维权难等诸多痛点。

为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更好发挥新业态在稳就业保民生中的作用，
我国出台《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

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等文件，明确新业态
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责任，完善基本养老保
险、医疗保险等相关政策，推动出行、外卖、
即时配送、同城货运等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
伤害保障试点工作，不断补齐劳动者权益保
障短板，取得积极成效。但是，就现实而言，
如何更好地保障他们的权益，是摆在治理者
面前的新课题。

一方面，要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技
能培训及权益保障体系。这里面包括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需主动提升职业自觉和法治素
养；对具有劳动力要素调配功能的共享经济
用工服务平台和共享经济用工平台，出台灵
活就业岗前培训强制规定，进一步帮助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明确自身属性定位、可能承担
的职业风险；调整现行社保政策法规体系以
适应新就业形态用工特点。

另一方面，明确共享经济用工服务平台
多场景合规发展的监管依据。主要包括健全
新就业形态用工税收政策法规，创新新就业
形态用工新型劳动关系等，进一步推动政府、
个人、企业、社会形成合力，促进新业态持续
健康发展。

全社会要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多一些关
爱，既畅通维权渠道，多部门形成合力，又不
断放开限制，拓宽参保渠道，加快补齐权益保
障短板，让他们无后顾之忧。

补齐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短板

9 月 19 日，中国象棋协会发布情况通
报称，查明王天一、王跃飞等运动员存在
买棋卖棋操纵比赛等违规行为，时间跨度
长、频次高，性质非常恶劣，情节非常严
重，对象棋运动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害。根
据相关规定，给予王天一、王跃飞终身禁
赛、撤销由中国象棋协会授予的包括特级
大师在内的所有技术等级称号的处罚，禁
止二人从事和参与中国象棋协会及其会
员单位组织或授权组织的所有象棋赛事
和活动。

两位特级大师被“绝杀”，引发整个棋
界震动，让公众唏嘘的同时，也不令人意
外。2023 年 4 月，象棋“录音门”事件在网
上引起轩然大波，其中就涉及王跃飞、王天
一参与买棋卖棋之事。今年 8 月，据媒体
报道，王天一已被杭州检方批准逮捕，罪由
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此次中国象棋
协会的严厉处罚，是对中国象棋界的一次
强烈警示，表明了持续推动净化象棋运动
发展生态的坚定立场。

都说人生如棋，买棋卖棋之举，无疑是
王天一、王跃飞人生中走得最臭的一着
棋。比如王天一，在中国象棋界有着很高
知名度，曾连续 11 年居中国象棋棋手等级
分全国第一名。如今再看这些“战绩”，不
免让人怀疑，到底真的是实力无人可敌，还
是靠歪门邪道得来。无论如何，弄虚作假、
靠棋吃棋，既违反职业道德，还可能触犯法
律；断送职业生涯不说，也给行业带来巨大
伤害，真可谓“一着走错，满盘皆输”。

王天一等人的沉沦，让我们反思棋盘背后的迷局。在
体育与商业日益交融的今天，即便看似小众的象棋运动，
背后的利益链条丝毫不亚于一场激烈的大型比赛。近年
来，受到市场和资本的影响，各种象棋杯赛的奖金、联赛的
出场费也水涨船高。一场比赛的输赢，不仅事关棋手的奖
金收入，还关系到各种排名、积分、参赛资格，以及各种待
遇、头衔评定。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买卖棋”“人情棋”
不断滋生。这既是体育精神异化之下的毒瘤，也是行业潜
在腐败的暴露。

体育赛事与竞技运动一旦滋生腐败，诸如买棋卖棋、假
球黑哨等现象频发，不仅严重损害赛事运动的纯净与公正，
更会如毒瘤般侵蚀其根基，败坏整个行业的风气。比如中
国象棋，本是中华民族文化之瑰宝，若因腐败滋生而蒙尘，
将极大阻碍其文化价值的传承与发展。

棋盘不能被买卖污染，体育竞赛必须干干净净。从被
称为“第一运动”的足球到相对小众的象棋，屡屡爆出的“假
赌黑”问题，喻示着体育领域反腐依然任重道远。对王天
一、王跃飞“终身禁赛”的处罚，是中国象棋界反腐的第一
步，也是对中国足球领域强势反腐的跟进。

面对绿茵场上、棋盘上长出的毒瘤，既要有连根拔除的
决心，也要有改良生态的勇气。一方面，需要重拳出击，让
执法及时介入，揪出藏匿其中的腐败者；另一方面，要加强
源头预防，深化行业治理、强化制度建设、提升监管透明
度。唯有如此，才能让体育运动在阳光下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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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家里还有巴掌大的
小人书吗？本期漫画连
载，爷爷放下珍藏的小人
书，和孙子享受起一道道

“文化大餐”。
在那个没有电视机、

没有手机的年代，看连环
画就像如今看大片一样，
藏在小小连环画里的快
乐 ，是 很 多 人 共 同 的 记
忆。如今，随着文化产品
和服务新范式的涌现，人
们时不时可以来一场说
走就走的文化体验。逛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特
展、去良渚博物院探秘、
到之江文化中心感受文
化 地 标 的 多 元 魅 力 ⋯⋯
丰富的选择，反映了新中
国成立 75 年来，浙江在
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
繁荣发展、建设文化强省
方面的巨大成就。

陈昱志 金妍 作

新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现代化。

凝聚改革共识，激发改革活力，

湖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持续深化

“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实干争先主

题实践，全域推进国土空间治理现代

化。在低效用地再开发、土地综合整

治、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

试点工作上，真抓实干、奋勇争先，推

动国土空间治理体系重构、制度重

塑、能力提升，全面形成具有湖州辨

识度的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体系，加

快打造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市域样

板，推动形成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

局。

湖州：融入改革大局

全力打造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市域样板全力打造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市域样板
余 丽 张少杰 邹小强

低效用地再开发：
土地存量转化为发展增量

抓好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以高水平
土地保障服务推动高质量发展，湖州坚持
节约集约、城乡融合、整体大美的理念，打
好三大有机更新整体战，努力把更多“土
地存量”转化为“发展增量”“生活质量”。

2023 年 9 月 5 日，湖州市成功入选全
国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开启新一轮低效
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试点工作坚持以
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统筹推进企业产业
转型升级、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生态环境
修复提升等任务，实现生产、生活和生态
全要素全类型低效用地再开发、再提升。
今年 1—8 月，湖州市完成低效用地再开
发 6171 亩，其中整治低效工业用地 4587
亩，提前半年完成省下达任务。

在具体举措上，依据2024年1月发布
的《湖州市高质量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
点工作实施方案（2023—2027 年）》，当地
从工业、城镇、农村三个维度对低效用地
范围予以明确。同时，深化低效用地调
查、建立试点保障机制、出台配套政策。
分别制定了《湖州市大力推动制造业内生

项 目 建 设 三 年 行 动 方 案（2024—2026
年)》《湖州市聚焦八大新兴产业链加快打
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工程 2024 年工作
要 点》《湖 州 市 城 中 村 改 造 五 年 规 划

（2024—2028 年)》等一系列配套文件,鼓
励区县差异化试点，进行制度创新探索。

安吉县探索出台了工业项目准入办
法、小微园规划管控导则、收益分配机制
等 7 项配套政策。德清县以洛舍镇为试
点，探索全域要素集成改革。

长兴坚持把“腾笼换鸟、凤凰涅槃”作
为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通
过腾退大地块、建设大平台、招引大项目、
培育大产业，引领产业集群化、数字化、服
务化，产业发展蹄疾步稳。2023 年，当地
共腾退低效工业用地 2110 亩，盘活 50 亩
以上工业用地 671 亩，规模以上亩均税收
从 2017 年的 13.1 万元/亩，提高到 2023
年的41.8万元/亩。

南太湖新区大力推进有机更新及低
效用地再开发，以凤凰湾、凤凰西区为突
破口，从规划实施、要素配置、存量盘活、
集约利用等方面深入探索，全力推动存量
挖潜、产业转型升级。

土地综合整治：
新空间上新气象

土地综合整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主要抓手，也是优化城乡空间布局的重
要途径。

湖州始终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为引领，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坚持土地资源一盘棋统筹，完善空间
治理手段，推动“千万工程”迭代深化，让
生态空间有了新面貌、生活空间有了新改
善、生产空间有了新拓展，逐步探索走出
了一条具有湖州特色的土地综合整治路
径。

今年以来，湖州扎实推进 46 个在建
土地整治项目，截至8月底，全市完成投资
56.37 亿元，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整治
4.9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改造面积
1.74 万亩，二季度搬迁安置 3221 户，均超
额完成月度目标值。

湖州科学编制村庄规划，以未来乡村
为标准，加强农房安置区建设、系统开展
生态环境整治修复，人居环境得到彻底改
善。吴兴区东林镇通过土地综合整治，共
减少甲鱼养殖棚 2700 亩，先后实施了 18
个村农居改建工程，累计搬迁自然村 117
个，建设新居 120 万平方米，并高标准建
设镇卫生院、文体中心等一大批配套项

目，逐步让2万余名群众住上新房。
作为全省土地综合整治促进共同富

裕基本单元建设第一批试点，湖州南浔区
试点先行，通过整治为土地流转和现代农
业规模经营创造有利条件。该区旧馆镇
以万亩良田示范区为依托，推广“公司+农
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的星光模式，以“1
中心+万亩田+N高素质农民大户”形式构
建“利益共同体”，年亩产增收10%以上。

立足区位优势，结合农文旅、产学研
等工作，深入挖掘乡村土地价值，安吉县
以“土地整治+招商引资+导入产业”治理
模式，文旅融合建成小瘾·半日村、“深蓝
咖啡”等一批典型案例。

农地入市：
促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
事关农民切身利益，对于激活农村土地要
素，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促进
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有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德清县是全国人大授权的 33 个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三项试点地区之一，农村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创造了入市第一宗、登
记第一证、抵押第一单等全国第一。

2023年 3 月，德清县、长兴县、安吉县
成功入选自然资源部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入选数量全省第一。

一年多来，湖州市狠抓农地入市改革
机遇，提高工作站位、紧盯关键环节，扎实
推进深化试点工作，切实推动乡村产业高
质量发展，打通乡村振兴“共富之路”。自
深化试点工作启动以来，截至8月底，三个
试点县合计成交 152 宗农地，面积 1011.5
亩，成交金额 8.03亿元，宗数、面积和金额
均列全省第一。

坚持多措并举，保障项目用地需求。
德清县设计了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设施
农用地备案和农地入市集成联动的农业

“标准地”相关制度体系；长兴县结合废弃
矿地开发再利用和农地入市，盘活存量土
地，让废弃矿山成为金山银山；安吉县通
过国有、集体土地的“组合”供应，既保障
了国有资产的收益，又推动了村集体经济
的壮大。

坚持群众有感，健全收益分配。德清
县健全完善《德清县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入市收益分配管理规定》，提出“实物、股
权、现金”三类分配模式，并将入市收益纳
入农村“三资”管理范围；长兴县积极探索
将一定比例的入市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
和净收益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培育乡
村产业和集体经济投资发展；安吉县出台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增值收益
调节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重点兼
顾国家、集体和农民利益。

湖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未来将继续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进一步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保护
农民集体和个人权益，助力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下一步，湖州市将围绕加快打造“六
个新湖州”，高水平建设生态文明典范城
市，以全域推进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为总
牵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精彩湖州
篇章奋斗目标注入澎湃动能。

湖州市南太湖新区凤凰湾片区低效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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