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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动车的普及，给电动车充电成
了很多小区的老大难问题。2017年，我
市把居民小区充电桩建设列为 10件民生
实事。

目前，全市44个小区安装了500套充
电桩。其中，年底前 35个小区的充电桩
可投入使用。许多居民的电动车充电问题
也将随之得到彻底解决。

充电桩进入小区

12月 26日中午 12时许，记者来到市
区淞江路建赏小区。由于正值下班高峰，
进出小区的电动车多了起来。

记者看到，下班回来的胡女士，将电
动车放在单元楼门口的一个充电桩旁边。
随后，她从车上拿出来充电器，将电源插
头插入充电桩插座，然后将一张储值卡放
在充电桩刷卡感应区。选择充电口的编号
后，胡女士按下“确定”键，充电桩开始
为电动车充电。

“像我骑的这种电动车，充电四个小
时只收五毛钱。”胡女士高兴地告诉记
者，之前她都是从楼上“飞线”到楼下充
电，虽然知道危险，但也没办法。现在好
了，车子有地方停，电也能充得上。

“不仅方便，而且更加安全。充满后
自动断电。”胡女士说。

可以用微信付费

12月 26日上午，在市区五一路蓝湖
南区，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调试电动车充
电桩。

记者发现，一个充电桩主机箱连着
10个充电插头。这些充电插头，整齐地
排列在单元楼的墙壁上。每个充电插座，
各有三孔和两孔两个插口。

“用充电桩给电动车充电，付费有刷
卡和微信支付两种方式。”正在调试充电
桩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需要充电的小区
居民，到物业办公室办理储值卡即可。用
储值卡付费，充电 4小时扣费 0.5元；刷
卡两次充电 8小时，扣费 1元钱。若用微
信付费，打开微信“扫一扫”功能，支付

成功后点击“完成”，将收到的 6位数验
证码输入到微信模块键盘，按“确定”键
就会开始充电。

“这种充电桩主要适用于普通两轮电
动车，大功率电动车以及电动汽车暂时还
不能使用。”施工单位负责人张功告诉记
者，这种充电桩，功率 1瓦至 300瓦，充
电 4小时收费 0.5元，300瓦至500瓦，充
电两个小时收费0.5元。

“功率超过 500瓦,的电动车不能在充
电桩上充电。”张功说，考虑到安全问
题，将充电桩的充电功率调整为超过500
瓦无法充电。

智能充电很安全

记者了解到，随着电动车的普及，小
区电动车增多，许多居民从家里扯出一条
电线到楼下给电动车充电，造成严重安全
隐患。如何解决小区电动车充电问题，成
为小区管理工作的热点、难点。

“不充电时，这些插座是不带电的，
也就没了安全隐患。”张功说，如果电动
车电瓶出现故障，充电桩会自动报警、中
断电源。这保证了电动车的安全，也防止
了电动车起火等事故的发生。

12月 26日，市公共住房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有关负责人陈笑普告诉记者，首批
设置充电桩的小区，大多数是老旧小区。
目前，全市已经在建成区的 44个小区设
置了500个充电桩。每个充电桩带10个充
电插座。因此，有 5000个充电插座供小
区居民使用。

“在 12月 31日前，全市 35个小区的
充电桩经过调试后投入使用。其他9个小
区的充电桩，在完善其他设施后，将在明
年的1月5日前全部投入使用。”陈笑普告
诉记者。

“小小的充电桩，解决了民生大问
题。”市民刘先生说，以前从楼上“飞
线”充电，不仅不方便，安全也没有保
证。小区充电桩的建成投用，解决了他们
的大问题。

充电桩给小区居民带来了方便的同
时，对小区的物业服务工作也起到了促进
作用。市区一个小区的物业服务人员说，
有了充电桩，小区更加规范有序了。

2017年全市44个小区安装500套电动车充电桩

小小充电桩 解决民生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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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 习 生 刘莹莹

12月 25日，在郾城区新店镇宽
阔的省道 S238路边，新店村的窦西
宽、罗如凤夫妇正在把刚刚从大棚里
摘出来的新鲜草莓，一个个装进盘
子。谈起这几年的日子，窦西宽笑了
起来，露出了两排洁白的牙齿。

“孩子在武汉上大学，去年又承
包了几亩地种草莓。”窦西宽说，“这
几年，党和政府十分关心‘三农’问
题，好政策一个接着一个，我们的日
子越来越红火了。”

窦西宽一边给记者搬来板凳，一
边介绍他们家这几年的好日子。

种植草莓 收入颇丰

冬日的暖阳，照在窦西宽家7个
草莓大棚上。大棚在周边绿油油的麦
田衬托下，格外醒目。棚里绿油油的
草莓枝叶中间，不少红色的草莓已经
到了采摘期。

记者刚走进大棚，眼镜镜片上就
起了一层水雾。“大棚里面的温度比
外面高十几度。”窦西宽告诉记者，
这个大棚里种的草莓，品名叫红玉，
口感甜香，十分受欢迎。今年冬天的
温度比去年同期高，他引进的这个品
种比去年提前成熟了一个多星期，现
在正处于丰产期。漯河市区的许多超
市，每天都来他这里批发，每斤的价
格在25元左右。

“要是过往的客人来大棚里摘，
一般能卖到30元一斤。”窦西宽说。

记者了解到，12 年前，看到村
里一些人搭起大棚种草莓，窦西宽和
妻子也在自家地里搭起来三个大棚。

“刚开始不知道草莓高产的诀
窍，也不知道咋管理，后来在镇上农
技推广人员指导下，我们才摸到了门

道。”窦西宽回忆道，第一年，他的
草莓每亩地的产量还不到 3000 斤。
后来，在政府部门无偿技术指导等帮
扶下，他引进了优良品种，并慢慢掌
握了大棚草莓的种植管理技术。

“现在一亩地最少能产 4000斤，
好的话产量还能更高。”窦西宽告诉
记者，每年 9月份草莓就开始成熟，
一直能持续到次年的清明节前后。

现在，窦西宽的儿子“小豆豆”
正在武汉市一所大学上学。

“儿子这几年的学费，全靠这几
个草莓大棚！孩子也比较争气，在学
校还勤工俭学。”罗如凤一直掌管着
这个三口之家的财政大权。这几年，
他们家也有了一定的积蓄。

对于未来 充满期待

正和记者聊天时，来了一位客
人，窦西宽立即递给客人一个摘草莓
的篮子。

“我不会玩微信，孩子知道咋用
微信收钱的。”罗如凤说，这段时
间，不少客人摘完草莓后，都是使用
微信支付。每次，她都给儿子“小豆
豆”打电话，报一下客人应付的钱
款。在武汉的“小豆豆”，先把客人
加成微信好友，再收草莓钱。

“去年，我们在郾城区井冈山路
给儿子买了一套房子，打算等孩子大
学毕业了再装修。”窦西宽告诉记
者，他不知道儿子“小豆豆”将来是
在漯河就业还是另有打算，但作为父
母，得先把给儿子准备一套房子，用
来给他结婚用。

现在，窦西宽家的草莓大棚已经
发展到了 7 亩。窦西宽、罗如凤夫
妇，对未来的日子充满了期待。

“如果儿子愿意的话，我们仨将
来一起种大棚草莓。”窦西宽说，相
信未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夫妻携手种草莓
日子越过越红火

罗如凤在大棚里摘草莓罗如凤在大棚里摘草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