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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摩的”管理 确保出行安全

现如今市民日常出行可以选择的
交通工具有很多，例如出租车、公交车
等，可是万一碰上急事或者上下班高峰
期，打不到车怎么办呢？这时候，在您周
围可能就会有一些骑着电动车的师傅
主动来和您搭讪了。近日，我市部分路
段存在着营运“摩的”在路边等客拉客
的现象，引起了广泛关注，记者对此事
进行了调查。

“摩的”频现街头
在我市楚王城附近的路口，记者看

到， 这里每天都会聚集很多电动车司

机，只要他们看见提着大包小包行色匆
匆的市民，就会凑过去询问去向，如果
市民愿意乘坐，谈好价钱就走，这些电
动车就是老百姓常说的“摩的”。记者了
解到，我市市区营运“摩的”主要分布在
火车站、汽车站、楚王城等交通繁忙的
区域，一些不熟悉信阳市区路况或有急
事又苦于打不到出租车的市民成了他
们主要的客源。

据了解， 在楚王城周边拉客的很多
“摩的”司机都是附近的居民，白天除了
接送孩子以外的时间都在跑车。 记者走
到一位“摩的”司机旁边问他每天能挣多
少钱？司机回答道：“几十块钱，有时候一

天才十来块钱，因为‘摩的’太多了，这一
片就有三十多辆呢，不信你数数。”

随后，记者来到市火车站。作为交
通枢纽，这里成了“摩的”抢生意的“主
战场”。在车站出口处，不少“摩的”停靠
在一旁。 一有乘客说出要去的地方，立
马就有好几个“摩的”司机冲上来，争抢
客源。

乘客安全难以保证
采访中不少市民表示， 虽然知道

“摩的”不安全，但是“摩的”方便快捷，

现在经常堵车，如果有急事的话，公交
车不可能及时到达，打出租车又不太方
便，所以就选择坐“摩的”。

市民杨玲家中没有代步工具，出门经
常坐“摩的”。当谈及“摩的”的安全问题，

她坦言：“有的‘摩的’开车速度很快，有的
不遵守交通规则，每次坐车我都叮嘱他们
开慢点，其实心里蛮紧张的。”

市民王女士介绍， 她收入不高，家
庭经济有些困难，公交车有些地方到不
了，打出租车又太奢侈。虽然明知坐“摩
的”并不安全，但因为价格便宜，还是会
选择坐“摩的”。

市交警队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大
多数“摩的”司机交通意识淡薄，在驾驶
过程中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而无视交通法
规，闯红灯、逆行、超速行驶、抢客等现象
时有发生， 严重影响正常的交通秩序和
安全。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轻则住院，重
则车毁人亡。车辆要上路盈利，就必须有
相关的营业执照。 没有道路运输相关营
业执照，这些“摩的”就属于非法营运车
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黑车”。不少“摩

的”属无牌、无证、无保险的“三无”车辆，

车主多数家庭经济条件困难， 或是外来
人员，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受伤乘客的生
命财产安全难以保证。

规范“摩的”任重道远
如何行之有效地规范管理“摩的”？

河区运管所法制科负责人告诉
记者：对于“摩的”管理问题，很关键的
一点在于不好区分摩托车司机是否为
载客营运，因为法律上没有规定摩托车
不能载人， 在查处时存在取证难问题。

至于电动车载人， 由于责任划分不明
确，无法与正常的机动车区分开来，“摩
的”的监管方面，我市还是空白。

虽然不少市民表示自己不会乘坐
“摩的”， 但是仍有少数人心存侥幸去
坐“摩的”，而一旦在行驶过程中发生
安全问题， 如何维权成为了不少市民
疑惑的地方。 记者就此事咨询了相关
法律人士， 信阳市河区法律援助中
心律师张远友告诉记者：“电动‘摩的’

属于非法营运，它存在很多安全隐患。

乘客和电动‘摩的’司机构成了一个运
输合同关系，作为电动‘摩的’司机，应
该保证乘客一路的安全。 如果在半路
上出现交通事故，电动‘摩的’司机没
有尽到合同义务， 应当承担乘客损失
的全部责任。”

治理“摩的”根本在于发展城市道
路， 增加城乡结合地带的公共交通网
线，延长公交车的运营时间，确保公交
车能够满足广大市民出行的交通需求。

公交完善了， 市民出行方便了，“摩的”

就失去其生存的市场，就会自然消失。

下雨天 别忘文明出行

上星期的降雨也使得我市街头
不少路段，都出现了短时性的积水，

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 雨天市民一
些不文明的细节， 也让大家雨天出
行更添“堵”。

下雨天，不少路段积水，多数车
辆都注意减速慢行，但有一些驾车者
仍“开飞车”，疾驰的车辆溅起的泥水
不小心就会溅到行人的身上，这种不
文明行为让很多市民深恶痛绝。

另外， 雨天打伞引发的纠纷也

多了起来， 有的市民在上公交车时，

会把雨伞装到随身携带的塑料袋里，

而部分市民却拿着湿漉漉的雨伞直
接挤上车， 不但把车内的地板滴湿
了，而且在拥挤的车上湿漉漉的雨伞
也成了大麻烦。此外，有市民上车后
随手把雨伞放在身边的空座上，也会
给后面的乘客带来了不便。

雨天出行大家都会感到不便，

这时就更要相互礼让，换位思考，不
要图自己方便而给他人带来麻烦。

希望在下一个雨天， 我们看到更多
的是文明礼让和帮助他人。

“双十一”将至 物流快递备战忙

“双十一”马上就要到了，在这
一天诸多网上商家都会对商品进行
较大幅度的折扣促销， 购买的人数
和物品也会剧增。 随着网购交易量
的上升，很多快递公司也会出现“爆
仓”的现象。

11

月
3

日，记者在我市走访调查
中发现，为了应对业务高峰期，保证

“双十一” 快递运送的顺利进行，我
市各个快递公司早已开始招兵买
马， 在人员和车辆方面都已经安排
到位。

信阳申通快递公司的马经理告
诉记者， 为了保证包裹尽快送达到
收件人手中，今年“双十一”他们公
司的人员和车辆比平时增加了三分
之一左右，在“双十一”期间出现“爆
仓”的可能性不大。

电动车挡风被热销 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随着气温逐渐降低
,

很多骑电
动车和摩托车出行的市民为了抵御
寒冷开始“全副武装”。最近，路边卖
防风手套、挡风被、护膝的摊点越来
越多，生意也越来越红火

11

月
3

日上午
,

记者在申泰批发
市场看到， 许多商铺已将各种款式
的防风被和护膝等保暖装备摆出
来。各式图案的挡风被根据材质、款
式的不同

,

价格从
20

元到
40

元不等。

销售人员介绍， 他们店里一天零售

加批发就有上千件。 防风被从去年
开始流行，方便又便宜，这两天开始
降温，卖得很好。

据了解， 几乎所有的挡风被左
右两边各有一个绳套

,

只需将这两
根绳牢牢绑在电动车后视镜或车把
上
,

就能挡风。这种既方便又实用的
挡风被很受市民欢迎。实用是实用，

但记者注意到
,

挡风被连接位置多
成
90

度角
,

留下的空间只能容下两
条腿，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因此市民
在使用挡风被时也要多加注意自身
安全。

近日， 我市民桥的亮化设施局
部出现故障， 市政管理处在得知该
情况后， 组织相关工作人员对其进
行整修。图为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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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科研事业新局面 谱写服务三农新篇章

———信阳市农科院工作纪实

信阳地处我国南北过渡线的中心点上，是
农业大市、河南粮仓、革命老区、豫南门户，可谓
是“中国国家农业地理中心”，是一个最能代表
中国农业自然条件、作物种类的典型区域。大别
山北麓的良好生态、淮河上游的肥沃土地、南北
交错的种质资源，积淀久远的农耕文化，适宜众
多农作物栽培生产，是研究中国农业的好地方。

以农业资源、 生态的区域性为基础建立起
来的信阳市农科院是市政府直属事业单位，是
我国主要农作物重要的生态育种和中间试验基
地，是河南省最早设立的农业科研单位之一，其
历史可上溯到

1906

年清政府设立的河南信阳农
事试验场。

目前信阳市农科院设有水稻、茶叶、油料、

小麦、资环、植保、栽培
7

个专业研究所和
7

个管
理科室，辖有

2

个二级机构；建有国家产业技术
体系水稻、小麦、油菜、茶叶、红麻试验站；农业
部有害生物野外观测站；水稻原原种（原种）扩
繁基地、无性系茶树良种繁育基地等

8

个国家科
研站点；水稻遗传改良技术院士工作站、茶叶工

程中心、籼稻工程中心、博士后研发基地、小麦、

水稻综合试验站等
6

个省级科研基地； 还有
2

个
市级科研平台。

信阳市农科院现有编制
220

人，在岗职工有
152

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85

人，正高职称
8

人，副高职
称
25

人，省管专家
1

人，省学术技术带头人
1

人，专业
技术二级岗位

1

人，市学术技术带头人
2

人，市专业
技术拔尖人才

9

人，市优秀青年科技专家
14

人。

作为地方公益类、非营利性、农业应用技术
科研事业机构，信阳市农科院主要开展信阳主要
农作物的技术研发、试验示范、转化推广和技术
传播活动，着力解决信阳现代农业发展重大科技
问题，着力凸显科技排头兵、创新市级队、决策智
囊团地位，为推动信阳农业发展、保障农民持续
增收，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

1978

年以来， 信阳市农科院获得地厅级以上
科技成果奖

200

多项，其中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
70

项，形成了以作物育种研究为主体，栽培、植保、

园艺、特产、土肥、信息等学科共同发展的格局。水
稻、茶叶、油菜、紫云英、麻类等作物研究处于河南
省领先地位。在农业部组织的全国

623

所地市农业
机构综合实力评估中， 信阳市农科院的排名，“十

五”期间是
43

名，“十一五”期间跃升到
37

名。

“十二五”以来，信阳市农科院提出建设中
部地区、过渡地带、淮河上游的农业科研强院，

当好农业强市战略支点的目标任务， 构建枢纽
型农业科研组织体系， 提升公共科研院所的科
技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农业科研事业呈现
加速发展的良好态势。

一是主持了一批重点项目。 争取和实施了
国家项目

4

项，省重点项目
16

项；主持的“豫南稻
区‘籼改粳’技术研究与产业化”项目为信阳市
首个牵头承担的河南省重大科技专项， 今年又
被列入信阳市政府“双十工程”。

二是获得了一批科技成果。通过省级品种审
（鉴）定

12

个；获省市级科研成果奖励
11

项，其中
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2

项，市厅级一等奖
4

项，二等
奖
5

项；获专利
2

项；申请国家新品种保护
4

个；制
定省级标准

2

项；在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80

余篇。

三是转化了一批重要成果。 省重大科技专
项、市“双十工程”之一豫南稻区“籼改粳”两年示
范推广

260

万亩，在我市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和耕
作制度变革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引领作用。优质
糯稻品种的选育和推广，催生了鄂豫皖糯稻产业

集聚区，催生了河南米品生产加工产业链。信阳
已成为我国重要的糯稻种源供应地。 谢华安院
士、陈温福院士对此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四是培育了一批示范基地。 培育了一批各
具特色的产业技术示范县区、示范乡、示范村、

示范户。在各县区共建水稻、小麦、油菜、茶叶百
亩示范方

12

个、 千亩示范方
5

个、 万亩示范方
2

个，示范基地逾
90

万亩，联系农民合作组织
208

个，超千亩种田大户
40

个，为主导品种和主体技
术的推广提供了样板。

四是发挥了战略支点作用。 发挥国家和省
级创新体系的人才支援、决策支援、科技支援和
财务支援的机能， 发挥农业强市的战略支点作
用，把基础性研发、应用型研发和产业化转化结
合在一个纽带， 为信阳农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
力。这两年，国家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岗
位专家以及有关科研院所、高校的知名学者，纷
纷来到信阳，在农业科研和生产上，为信阳的发
展提供了不少锦囊妙计。

五是走出了科技服务路子。 把农科院当成为
师范学院来办， 把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到龙头企
业、合作组织中去，培训老师能人，让他们再去带

着农民干、做给农民看。这几年，我们联合各产业
技术示范县区， 实施“千名种田大户科技服务行
动”，将最新最实用的品种和技术在最短时间内送
到种田大户手中。帮助企业开发的无公害、有机大
米热销市场。帮助企业开发了信阳毛尖、信阳红茶
机械化、连续化、清洁化生产线，在加工厂规划、生
产线设计及设备选型配套、 工艺技术指导方面进
行技术服务，推动了信阳茶业发展转型。

创新无止境，发展路正长。展望未来，信阳市
农科院将遵循市委市政府对农科院的战略定位，

当好市委市政府指导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维
护粮食安全的参谋助手， 进一步发挥全市农业科
技创新排头兵、农业学术研究主阵地、农业科技进
步主渠道的职能作用，进一步树立创新特色突出、

创新能力强大、创新资源汇聚、创新氛围浓厚的目
标导向，以搭建农业科技创新平台为载体，以建立
产学研企合作机制为模式， 以集聚科技创新人才
资源为支撑， 进一步拓展发展的优势、 发展的资
源、发展的空间、发展的后劲，努力实现创新跨越、

持续发展，成为区域农业科研阵线的资源高地、人
才富矿、创新乐园、农业硅谷，为建设国家粮食核
心区和魅力信阳作出更大的贡献。

热 烈 祝 贺 第 十 四 个 中 国 记 者 节

图为信阳火车站附近等客的“摩的”。 本报记者孙浩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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