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小区在2012年底交付，
我是2015年搬进来的，刚开始偶
尔有小水泥块掉下来，随着时间一
天天过去，掉落频率越来越高，掉
下来的水泥块也越来越大，有的甚
至比完整的砖头还要大。”王先生
家住紫园小区 24幢 1楼，无奈之
下，他沿着一层顶部延伸出来的水
泥板下方，安装了一圈钢化玻璃，
防止掉落的水泥块砸到人。

9月18日，现代快报记者在现
场看到，王先生安装的钢化玻璃，
部分已被楼上掉落的水泥块砸穿，
地上还散落着玻璃碴。站在楼下
抬眼望去，可以清楚看到居民楼外
墙水泥块脱落后的痕迹，有些区域
原本应埋在水泥深处的钢筋，也已
经裸露在外。王先生告诉记者，刚
开始他装的是单层的钢化玻璃，后
来换成了双层的，但偶尔也会被砸
穿。

据了解，该小区分小高层和联
排别墅，共计33幢居民楼、543户
业主。现代快报记者走访发现，除
王先生所在的24幢之外，其余楼
幢也多有装饰砖块、水泥块、瓦片

脱落的情况，有些区域甚至是成片
脱落。

“这么大块的水泥块，从七八
楼的高度掉下来，幸亏是没有砸到
人，不然后果真是不敢想象！”王
先生坦言，自己曾多次拨打12345
热线反映情况，但问题迟迟未得到
解决。

今年 9 月上旬，王先生得到
12345的最新回复是，物业已安排
人员定期巡查，采取安全保障措
施，发现松动情况立即进行拆除，
外墙为公共区域，可申请维修资金
进行维修。“物业已将该情况上报
业委会，多次与业委会进行沟通，
现业委会未同意申请维修资金，针
对该情况，已督促物业企业与业委
会进一步沟通，推进相关事宜。”

9月18日中午，现代快报记者
找到了该小区的物业公司，一名吕
姓工作人员表示，小区公共维修基
金需由业委会提出申请，物业曾向
业委会发过工作联系函，说明了事
情的严重性，但事情并没有实质性
的进展。“我们小区的公共维修基
金好像用不起来，因为上一个工程

没有结束，尾款没有结清。”该工
作人员承诺，物业会帮助王先生把
可能随时掉落的水泥块先行清理
掉，确保排除安全隐患。

现代快报记者获悉，紫园小区
上一届业委会于2022年底到期，
后经重新选举，产生的新一届业委
会任期为2023年3月至2026年3
月。当天下午，记者采访到了该小
区现任业委会主任赵女士，对方表
示，上一届业委会任期内，动用公
共维修基金，对小区消防管网进行
了维修，但有一些工作还没结束，
按照区维修基金办规定，暂时无法
启动新的维修项目。

“我们正在和小区消防管网的
维修单位对接，争取尽快完成相关
工作，结束之前的维修工程，让小
区公共维修基金恢复运行。”赵女
士表示，业委会愿意积极配合业
主，合理正确使用小区公共维修基
金。她说：“我们可以先配合业
主，准备外立面维修的相关材料，
等上一个工程结束后，马上启动维
修基金，针对现有问题进行维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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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强制性“国标”修订
提升安全水平，做了哪些改动？

吓人！居民楼外立面经常掉水泥块
业委会：等前一项工程结束后，尽快启用维修基金维修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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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现代快报（报料邮箱：xdkb123@163.com）“快快帮”栏
目接到市民反映，称南京紫园小区内，不少居民楼外立面存在水
泥块脱落的现象。9月18日，现代快报记者采访后，小区业委会
主任表示，小区现有工程尚未结束，按照区维修基金办规定，暂时
无法启动新的维修项目，但业委会可以配合业主，做好前期的材
料准备工作，等维修基金可以启用时，尽快帮助维修受损墙面。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谢喜卓 文/摄

我国是电动自行车生产和销
售大国，经过多年的发展，电动自
行车已逐渐成为消费者日常短途
出行的重要基础性交通工具。但
伴随着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行业
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违规篡改
现象普遍、存在安全风险等。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
司有关负责人说，工业和信息化
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电动自行车

相关科研机构、检测机构、生产企
业、高等院校、行业组织、消费者
组织、基层管理部门等方面的代
表成立标准修订专家组，在大量
试验验证、现场调研和统计分析
基础上，形成了《电动自行车安全
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这位负责人介绍，本次标准修
订工作将有利于防范火灾事故、
减少交通安全隐患、满足消费者
日常出行需求、推动行业高质量
发展作为基本原则。与现行标准
相比，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改进
和提升：

一是提高防火阻燃性能。完
善了电动自行车所用非金属材料
的阻燃要求和试验方法，限制塑
料件使用比例，从而降低火灾风
险、提高消防安全性能；同时要求

整车编码应采用耐高温永久性标
识，便于加强全链条监管和火灾
事故溯源调查处理。

二是更好保障消费者骑行安
全。优化了电动机额定功率和最
高转速的测试方法，有效防范车
辆超速行驶现象；同时加严制动
距离要求，减少碰撞事故发生。

三是满足消费者日常出行需
求。将铅蓄电池车型的整车重量
限值由55kg放宽至63kg，提升实
用性；允许生产企业根据车型设
计需要，自行决定是否安装脚踏
骑行装置，有利于节约生产成本，
也为消费者提供更多车型选择。

四是防范非法改装行为。从
电池组、控制器、限速器三个方面
完善防篡改要求，确保实现充电
器、蓄电池、控制器之间的互认协

同，大力推行“一车一池一充一
码”，不给非法篡改留空间。

五是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推动企业提升质量保证能力和产
品一致性，同时增加北斗定位及
通信功能要求，方便消费者实时
了解电动自行车所在位置、电池
状态等安全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在强化安全管
理的同时，征求意见稿对一些指
标适度放宽，便利消费者选择和
使用。比如，铅蓄电池价格实惠
但重量偏重，在续航里程等方面
与消费者需求有差距，征求意见
稿适当放宽铅蓄电池车型的重量
限值，有助于满足广大消费者增
加续航里程、减少充电频次的需
求，为百姓提供更加实用的产品。

在技术标准优化的同时，征求

意见稿也对整车及关键部件的生
产能力、检测能力等提出要求。
这位负责人表示，这将有助于推
动企业改进生产工艺和装备，提
升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完善生
产过程质量监控手段，提高生产
效率和产品合格率，促进行业规
范发展和集中度提升。

据悉，本次公开征求意见结束
后，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根据收到
的意见对标准文本进行修改完
善，并按程序加快推动审查、报批
等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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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

工业和信息化部 19 日公布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征求
意见稿）》。和现行标准相比，此
次修订主要做了哪些改动？如何
推动电动自行车产业健康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有
关负责人进行解读。

有些区域的装饰砖成片脱落

原本在水泥深处的钢筋已经裸露在外

被砖块砸过的钢化玻璃 散落在地上的玻璃碴掉落下来的水泥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