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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大观区三官塘免费停车场内的“僵尸车”。

(上接3版）

交通政务互联互通
享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成果

相通则共进。实现长三角更高
质量一体化发展，政务服务“一网通
办”势在必行。

5月22日，池州市“一网通办”宣
布正式开通运行。长三角“一网通
办”专窗依托线下专窗与线上系统的
结合，在长三角 14 个试点城市实现
异地收件，业务属地部门完成办理，
通过物流递送纸质结果或网络送达
办理结果。

比如池州的企业想在上海注册
成立公司，在池州政务服务大厅长三

角“一网通办”专窗递交有关材料,专
窗工作人员通过网上视屏预审、原件
验证、资料邮递等方式完成异地申
报，审批办理结果直接反馈至申请
人，实现办事群众线下就近办理。

接下来，池州将加快推进“一
网通办”平台建设，持续扩大平台
的服务事项范围，深入推进数据整
合共享，完善“互联网+监管”体系，
并将已设立的市级长三角“一网通
办”专窗延伸到各县各区，让企业
和群众尽快实现跨区域业务办理。

“一网通办”打通的是线上互联
互通，而线下互联互通，还得依托于

“海陆空”全面发展的交通枢纽网。
池州“铁、公、机、水”交通四要

素俱全，拥有 162 公里长江黄金水

道，5 条高速、6 条国道贯穿全境，
九 华 山 机 场 先 后 开 通 10 余 条 航
线，可直达国内主要一线城市。

便捷的交通为池州带来了各地
游客，也让半导体等新兴产业得以落
户池州。但要想提升在长三角城市
群中的战略布局，更高层次推动一体
化发展，还需构筑更便捷、更高效的
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在池州，一张高铁、高速、水运、
空港交织而成的畅达网络正在铺开
——

打通高铁动脉。畅通沿江和
省 际 通 道 ， 共 建 皖 江 城 际 铁 路
网，实现与沪苏浙主要城市 3 小时
通达。

编 织 高 速 密 网 。 畅 通 省 域

高速公路网，等高对接国道干线
公路通道，构建高品质的旅游交
通网。

提升黄金水道。推进青通河航
道、秋浦河航道整治，提升支流航道
通过能力；积极参与长三角港口联盟
建设，联手打造世界级港口群。

建设空运节点。实施九华山机
场扩建工程，规划建设九华山旅游直
升机场、青阳陵阳通用机场、石台横
渡直升机场。

长三角一体化，如滚滚江流，
一路奔腾到海。不负时与势，后发
池州，还将在区域协调、环境共
治、开放共赢、民生共享、机制创
新等方面采取专项行动，推动一体
化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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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池州：时与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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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一些车辆长期无人使用
和维护，车身落满灰尘、形似僵尸，被
人们称为“僵尸车”。市区小区，尤其
是老旧小区，是“僵尸车”藏身的重灾
区，一些免费停车场也有不少“僵尸
车”的存在。“僵尸车”不仅令居民烦
恼，更给城市管理带来难度。怎样有
效整治处理“僵尸车”，成为一个亟待
解决的问题。

小区成“僵尸车”藏身重灾区

9 月 3 日上午，迎江区孝肃路
街道荷花塘社区内，两辆破旧不
堪的自行车停放在一栋居民楼的拐
角，两车的后轮均干瘪贴地、车身
布满灰尘。厚厚的灰尘、斑斑的锈
迹，不仅影响社区环境，而且占
用楼道及相关通道，存在消防安
全隐患。

在大观区德宽路街道腊树园社
区腊树苑小区 8 栋 1 单元 1 楼楼道
内，记者分别看到一辆破烂不堪、满
身灰尘的自行车和一辆摩托车。该
楼一位居民说，这两辆车停在这里已
经好多年了，一直无人问津。

3日下午，宜秀区大桥街道办芭
茅巷社居委办公大楼东侧的一块长
满杂草的空地上，600多辆自行车被
集中停放，杂草完全将车辆覆盖。“这
些车子是2014年以来我们社区未处
理完的‘僵尸车’，此前我们已经处理
掉了 600 余辆。”该社居委党委委员
张和斌说。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目前市区
主干道上很难见到“僵尸车”的身影，
大街小巷偶尔会有“僵尸车”现身，但
是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却是“僵尸

车”藏身的重灾区，同时在一些免费
停车场及机关单位停车场内，也有

“僵尸车”存在。以大观区三官塘免
费停车场为例，停放的“僵尸车”数量
就有20辆之多。

“僵尸车”如何处理让人犯难

“长期无人管理，占据公共空
间，妨碍卫生清洁，阻碍楼道消防
通道，‘僵尸车’已成为社区管理的

‘头痛病’。”迎江区孝肃路街道荷花
塘社居委党委书记陈美说，该社区有
85栋居民楼，2017年之前平均每栋楼
有“僵尸车”12辆（主要是自行车），
怎样处理这些车子，曾让她一度十
分苦恼。

“矛盾很大，不好处理，因处理不
善，我们社居委已经赔了居民5部电

瓶车了。”腊树园社区党委委员、城
建干事曹小双说，该社区曾有各类

“僵尸车”300余辆（其中自行车和电
瓶车占绝大多数），社居委工作人员
们一直很想把这些车子清走，但收
效甚微。

《物权法》规定，小区里的公
共部位归全体业主共有，长期无偿
占有，涉嫌侵犯其他业主的合法使
用权，如果启动法律程序，全体业
主可作为原告。但是，如果在车主
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处理，就涉嫌
财产侵占。

市公安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表
示，对路面车辆违章停放的，公安机
关一律依法处理；小区内车辆长期停
放的，公安机关则无权介入。小区内
车辆管理遇到难题，可求助公安机关
协助，例如帮助联系车主、通知移走
等，对于车主不愿意移车的、公安机
关无权干涉。

“对小区内长期无人管理的车
子，小区管理方应会同当地公安、
城管等部门，对车子的真实情况进
行核实核定，确属无主后依法清
理。”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
前该局已对市区路面上存在的“僵
尸车”进行了应清尽清，今年内还
将结合免费停车场提升改造工程，
对免费停车场内所有无主车、“僵尸
车”进行全面处理。

合理消化让“僵尸车”变废为宝

芭茅巷社区包括同庆小区南苑、
北苑，是典型的还建小区，村民变居
民的过程中，“僵尸车”大量涌现。“很
麻烦，占地方，尤其是机动车更难处
理。”芭茅巷社居委党委书记徐飞说，
建议公安部门和废品回收站做好结
合文章，合理消化，让“僵尸车”变废
为宝。同时，小区物业应该加强对小
区进出车辆登记，一旦车辆出现问
题，就可以从登记信息中找到相关联
系人。

2017年以来，荷花塘社区已清
理社区内“僵尸车”1000余辆。该
社区的方法是入户上门询问、广泛
告知，对于长期无人认领的僵尸车
直接以社居委的名义进行拍卖。然
后，将拍卖所得充作社区公益基
金。“拍卖的方法效果不错，目前为
止，没有发生居民找上门的情况。”
陈美说。

“爱心平台也是另一种途径。”曹
小双建议，多数人都有献爱心、帮助
他人的愿望，如果政府或相关部门搭
建起爱心平台，主动向居民搜集废旧
车子等物品，相信不少家庭都会很乐
意把自己用不着的物品拿出来送给
需要的人。

不仅给居民带来烦恼 更给城市管理带来难度

恼人“僵尸车”到底该咋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