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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沈阳 8 月 2 日电（记者孙仁斌、丁非
白、杨稳玺）为大力解决停车难问题，当前多地
积极采取增供泊位数量、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治
理效能等措施，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但新华社记者走访沈阳、银川、南京等地发
现，仍存在小区大量车位“宁空不租”、“智慧停
车”变味、“乱停车”治理效果不佳、新建立体停
车场闲置等问题，影响治理效果。

多地积极施策缓解“停车难”

为缓解城市停车难，多地制定了明确的增
供计划。据记者了解，沈阳计划 2020 年再解决
停车缺口 30 万个，基本达到供需平衡；银川计
划 2020 年新增各类停车泊位 10000个。

各地增供的泊位多来自新建停车位或立体
停车场、旧泊位复线、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小区
配套等渠道。

可以智能找车位并自动缴费的“智慧停车”
技术因能提升停车计时计费准确率、车场利用
率、周转率、停车费收缴率等指标受到各地青
睐。沈阳、南京、青岛等多地已采用“智慧停车”
技术开展热点区域临时泊位分时收费，用价格
杠杆提高停车位的周转率。

多地还加强治理“乱停车”力度。记者了解
到，今年以来，银川市公安局交警分局大力整顿
主次干道机动车乱停乱放问题。苏州实施《苏州
市机动车停车场管理办法》规范引导车辆有序

停放。
“治理停车难不能只盯住车位，鼓励市民积

极乘用公共交通很重要。”沈阳市城乡建设局交
通建设管理处处长谢宇表示，在换乘公交枢纽、
地铁站附近建设大型停车场有利于市民更多公
交出行。另外，他介绍，当前常用的治理思路是
鼓励各类资本利用城市周边土地增建停车位，
并在城市核心区适度建设立体停车场。尽量利
用地下闲置泊位保障基本泊位供应，并大力加
强治理违停的力度。

这些“堵点”让治理效果打折扣

——治理措施“变味”。记者发现，有城市相
关部门推行“智慧停车”的主要方法是在街道两
侧划出停车线后分类收费，引来市民质疑。

有市民告诉记者，自家小区周边原本免费
的停车位被冠以“智慧停车”之名开始收费。但
自家入位车辆被剐蹭后却没有管理人员或机构
对此负责。一位沈阳市民反映，由于“智慧停车”
位收费不低，不少人冒险将车停在车位外，反而
加剧了交通拥堵。还有部分市民向记者表示，当
前“智慧停车”未能有效帮助解决停车困难，“只
是自动收费而已。”据悉，一些地方已“喊停”相
关措施。

——泊车资源闲置。记者走访宁夏等多地
居民小区时见到，部分小区地下空置停车位多
达上千个，可小区及周边地面上却被停得满满
当当，甚至违停严重。

宁夏有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
情况往往与小区对地下车位强行“只卖不租”有
关。银川多名房地产从业者向记者透露，开发商
对地下车位“宁空不租”是由于出租车位资金回

笼慢且可能影响房屋销售。
在沈阳也有部分小区车位随楼盘“只卖不

租”，引起居民不满。据记者了解，居民不愿购买
相关车位的主要原因是不少车位无法办理产权
证且价格不菲。

记者还在沈阳城区见到，有立体停车场运
营不佳，建成后不久即被闲置，入口上锁，钢架
结构锈迹斑斑。部分正在运营的立体停车场则
生意冷清，乏人停车。但就在旁边街道上，却有
不少违停乱放的车辆。

沈阳一家立体停车建设企业负责人告诉记
者，一方面新建立体停车场前期投入巨大，“部
分大型停车管理公司每年还贷就得一两个亿，
压力很大”；另一方面，违停成本低、市民对立体
停车不适应，导致客流量小，不少立体停车场经
营困难。

——“乱停车”治理效果不佳。南京鼓楼区
蓝天园小区北门外的单线道龙云路，宽仅四五
米。记者了解到，这里多年来都是“乱停车”重
灾区。“晚上开车经过实在太危险了。”附近居
民刘女士告诉记者，这里直到去年底清理消防
通道，严重违停才有所改善。不过她认为，附近
居民停车难问题并未改善，违停重现只是时间
问题。

南京迈皋桥支路附近长期存在停车乱象，
在经城管部门采取加装隔离设施、增建停车场
等一系列措施后，记者看到附近仍有多种车辆
乱停乱放。

综合施策为“停车难”治理提速增效

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梁启东等专家认
为，理顺体制机制、强化法治治理、增加资源供

给是当前“停车难”治理提速增效的发力方向。
——理顺体制机制，明确治理主体。专家建

议，可在多部门间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围绕停车
规划、车位配建、标线施划等问题合力协作，统
筹策动各方面力量和资源，共同推进问题解决。
也可设立机构，全面负责停车设施管理、收费人
员日常培训管理，参与公共停车场的投资、建
设、管理和运营。

——强化法治治理，提升治理效能。“广州、
西宁等地在当地管理规范中明确了允许车位出
租是房地产销售必要条件之一，而银川目前没
有类似规范依据，这使得监管部门缺乏落实整
改的有效手段。”银川市住建局房地产管理科副
科长雷翔宇建议通过立法填补相关空白，将治
理“宁空不租”变“软”为“硬”。

宁夏政协常委李立提醒，“乱停车”问题是
“停车难”治理短板，应特别重视，相关执法检查
应建立常态化、长效化机制，执法必严、处罚
必实。

——增加资源供给，落实扶持政策。梁启东
等专家建议，治理停车乱象需要疏堵结合。从严
执法的基础是通过增加公共停车位和停车用地
供给、完善补偿政策等举措，为公众提供更多更
好的停车服务。

部分停车企业负责人建议有关部门应落实
有政策依据的扶持办法。“立体停车场（楼）类项
目前期投入大、资金回笼慢。为鼓励企业投资，
有政策规定规划停车场用地时，可允许企业配
建部分商业网点增加收入。”一名立体停车场经
营者告诉记者，这些政策往往未能有效落实，
“要么供地太偏远，要么根本没给配建用地。”

（参与采写：杨绍功、郑生竹、王存福）

措施“变味”、资源闲置、治理不严……

“停车难”治理“堵点”如何打通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舒静、王莹、孙晓辉）近
日，网上曝光的一段“2020 阳光少年国学夏令
营”教学视频引发巨大争议：一名身穿传统服装
的女孩在视频中“忏悔”甚至辱骂自己，称“幸亏
我学习传统文化了，如果没有学习传统文化，我
现在指定已经得胃癌了。”目前，该夏令营活动
已被责令终止。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在多地，类似宣
扬“女德”的培训曾被叫停。教育部 2019 年出台
规定要求，校外培训机构不得以“国学”为名，传
授“三从四德”、占卜、风水、算命等封建糟粕。明
令禁止之下，类似培训为何卷土重来？

每个孩子学费 5000 多元，奇葩教学

内容“毁三观”

“2020 阳光少年国学夏令营”在山东曲阜
举办，于 7 月 26 日开班。夏令营有营员 22 人、
家长 13 人、工作人员 14 人，共 49 人。

在学员观看的视频中，一名女孩说：“以前
的我抽烟、喝酒、打架、处对象、夜不归宿、打骂
忤逆父母、自私、任性、经常出入夜场，天天带着
一副贱相，真的是伤风败德。”视频中，女孩还提
出了“不正经的女孩才会戴美瞳”“淫邪会导致
胃疼”等说法，并有割腕等令人不适的画面。观
看视频的营员表示，“太瘆人了”“晚上会做噩

梦”。
记者在夏令营宣传资料中看到，青少班收费

为孩子每人 5250元，陪同家长每人 1500元。汇款
开户行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顺分行
营业部，户名为个人。

记者调查发现，这个夏令营与近两年引发争
议的“女德班”，均与抚顺市传统文化研究会会长
康金胜有关。此前“女德班”传播的“男为大、女为
小”“女子点外卖不刷碗就是不守妇道”等观念，
受到学者和相关部门的严厉批评。

目前，夏令营已被责令终止并退还相关费
用。7 月 29 日，山东曲阜官方通报显示，夏令营
存在的问题包括教学视频内容低俗、违反科学、
歪曲事实，对营员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所使
用教材为自行编写，无出版社和书号，涉嫌使用
非法出版物等。

相关培训多次被叫停，仍遍地开花

天眼查显示，抚顺陶公文化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25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
康金胜。由康金胜担任会长的抚顺市传统文化
研究会于 2011 年 3 月 22 日在抚顺市民政局登
记。记者调查发现，与该公司及康金胜有关的多
所机构和培训活动曾被屡屡叫停，却仍遍地
开花。

康金胜曾开办抚顺市传统文化教育学校。
2017 年，抚顺市教育局通报称，抚顺市传统文化
教育学校私自开班授课，违反了民办教育促进法
第六十二条规定，其“女德班”教学内容中存在有
悖社会道德风尚的问题，研究决定其立即停止办

学，尽快遣散所有学员。抚顺市教育局称，已于
2018年初取消该校办学资格。

2018 年，温州市传统文化促进会举办的亲
子夏令营班因部分课程有悖社会道德风尚被叫
停。当地通报称，该班部分教员来自抚顺市传统
文化教育学校。

据抚顺市传统文化研究公号介绍，10 余年
来，他们已举办各类封闭学习班百余期、开办冬
夏令营 18期。

记者发现，在抚顺市传统文化研究和人文
传媒网微信公号上，均开设有“康老师语音课
堂”，并建有数十个“康金胜老师详谈如何教孩
子”的微信群。

抚顺市传统文化研究公号发布的一段视频
显示，2019 年 5 月，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传
统文化教育专业委员会授予该会传统文化教育
基地称号。

需提高家长对国学认知，并加强监管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打着“国学”“传统文
化”等旗号开办的各类培训班、夏令营十分热门，
但一些培训内容严重扭曲、误读传统文化，通过
各种包装迎合部分家长的教育需求。

记者注意到，相关培训机构往往以国学为
名，主打亲子互动。如“2020 阳光少年国学夏令
营”就宣称，把圣贤经典文化根植于青少年的思
维观念及成长教育中，解决青少年存在的严重
问题。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
此类机构针对一些家庭存在的教育问题煽情

宣传，极易迷惑一些有迫切需求的家长。一位
曾参与此类培训的学员对记者说，当时比较
叛逆厌学、沉迷网络，家长希望通过培训来改
变他。

这样的培训班有关部门是如何监管的？记
者从曲阜市政府了解到，此次夏令营未经审批。
抚顺陶公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直接租用了圣
城文庠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场地。当地教育
部门称，此次夏令营是以企业名义举办的活动，
其并非在教育部门注册登记的培训机构，无法
监管。

一家研学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夏令营需由
有资质的培训学校等开办，只要开班授课，无论
面向学生还是成年人，都需到教育部门审批备
案，否则就是“黑班”。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表示，现在夏
令营大多处于监管的模糊地带，一些学科类夏
令营涉及教学、安全、卫生等环节，相关部门
“谁都能管、谁都难管”。对于在实际教学中的
不恰当内容，在监管中也不易发现。

相关人员表示，此类机构以传统文化名义授
课，有的举办地隐蔽性强，而且学员一般不会主动
举报，查处起来有难度。对于培训“黑班”，只能通
过专项检查来进行查处。

针对违规培训“改头换面”、夏令营教学内
容鱼龙混杂的问题，专业人士建议，相关部门应
尽快制定出台夏(冬)令营管理条例，建立规范
的资质评价体系和准入机制。同时，建立“黑名
单”制度，坚决禁止有不良记录的机构和个人进
入教育培训业。

宣扬“女德”的培训为何屡禁不绝

湘湘 江江““清清 道道 夫夫 ””

（上接 1 版）日子一长，张献军摸索出一套经验：春
季收购高粱、玉米、大豆，夏季收购连翘，秋季收购花
椒、核桃、酸枣，冬季收购黑枣、柿饼。他说，这样更有针
对性，符合当地收储习惯。

张献军家的经济条件逐渐好转，平均月收入三
四千元，2017 年底顺利脱贫。

2019年正月十五刚过，当村民们都还沉浸在新年气
氛中时，张献军请来十几个人把自家旧房子全部推倒。

张献军要建新房子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村，村民
们都替他高兴。

打地基、建主体、抹水泥……新房一天一个样儿。
可眼看收购山货的旺季又到了，张献军犯了愁：建房花
掉了大量积蓄，没钱可咋收山货呀？

按照国家扶贫政策，张献军脱了贫仍可享受小
额无息贷款，他争取了 4 万元扶贫贷款，才解了燃眉
之急。

2020 年 7 月，张献军一家搬进 200 平方米的新
房。瓷砖光亮，门窗崭新。站在自家小院里，张献军眼
里满是幸福。

“继续努力，过几年把二楼加盖起来，再开个收购
站。”张献军说，眼下最大的心愿是闺女将来能考上一
所好大学，走出大山。

如今，整个污犊村旧貌换了新颜。近三年，道路
硬化 1800 米，新修灌溉水渠 3000 米，污水处理管网
连通，民宿旅游和休闲农业纷纷被提上日程。

截至目前，涉县共为 131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发
放扶贫小额贷款 538 . 4 万元。全县最后 47 户贫困
户也在 6 月底全部达到了脱贫标准。

一趟又一趟，“货郎”张献军的三马车颠簸穿行在太
行山上，收获着属于自己的幸福。 新华社石家庄电

走出山林奔小康
（上接 1 版）在根河市乌力库玛林场的松林深处，盛

夏的骄阳穿过嫩绿的枝叶间隙，投下斑驳光影，鄂温克
族青年古木森正在熏烟，为驯鹿群驱赶蚊虫。

这是古木森在山林中的驯鹿放养点。与过去不
同的是，现在的驯鹿放养点，同时还是旅游景点。眼
下的旅游旺季，每天都有好几拨游客到访。古木森
说：“靠着卖门票和鹿茸、手工艺品等，现在每天能收
入 1000 多元。”

“走出山林后，很多人曾担忧鄂温克人再也没法养
驯鹿了。”根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于兰说，为实现猎民
生产生活的转型，根河市投入 1亿多元，充分利用独有
的驯鹿文化和自然优势，全力打造旅游业。

如今，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的旅游招牌名声大
噪，游客络绎不绝。

很多年轻人像古木森一样，返回山林，养起驯
鹿。驯鹿种群从定居前的 100 多头壮大到上千头，驯
鹿放养点从 6个发展到 14个。

如今，政府给猎民专门养驯鹿的地方配备了帐篷或
宿营车，搬家很方便，车里安装的太阳能板可以带动冰
箱、电视。乡里隔一段时间就往山上送菜和日用品。

依托旅游业，不少猎民在山下定居点经营驯鹿
产品店、家庭民宿等，每年也有不错的收益。据统计，
鄂温克族猎民人均纯收入由 2005 年的 1277 元，提
高到现在的 20000 元左右。

在于兰看来，放下猎枪搞旅游，鄂温克猎民实现
成功转型。借助驯鹿的知名度和文化独特性，旅游产
业将成为重要支柱产业，助力鄂温克族在全面小康
路上焕发新生。

传承文化，追梦新征程

今年 7月，来自敖鲁古雅的鄂温克族姑娘李梓昕在
高考中取得了 584分的成绩，成了乡里的“状元”。

“我想上中国农业大学或者中国传媒大学。”李
梓昕憧憬地说，“学农，毕业后我可以回来养驯鹿；学
传媒，我可以回来做报道敖鲁古雅的记者。”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从民族教育专项经费中除
正常拨付专项经费以外，专门划出一定经费，用于三少
民族自治旗民族学校校园文化建设及民族特色传承。
同时，设立了人口较少民族语言教材建设经费，“鄂温
克语教程”“三少民族民歌教学”等校本课程，逐渐成为
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传承发扬民族文化的特色尝试。

2019 年，鄂温克族自治旗本科上线率达 52%、
高职高专以上上线率达 99 . 7%。今年，旗里有 518
位考生报名高考。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将像李梓昕
一样，走向祖国各地求学。

年轻人的传承，是鄂温克族文化最珍贵的火种。
德柯丽是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从小就跟着母亲学习制作桦树皮手工、缝制鄂温
克族服饰等传统工艺。

为了保存珍贵的鄂温克文化，她成立了一间民
族工艺制作大师工作室，发动众多年轻人积极参与，
为传统技艺注入活力。

工作室里，一幅幅刻有鄂温克族图腾标志的驯
鹿皮毛剪刻画格外引人注目。“鄂温克族没有自己的
文字，要把自己民族的文化传递下去，这些图腾符号
能发挥作用，我现在已经刻好 100 多个，打算整理成
册，传承给我们的年轻一辈。”德柯丽说。

由于常年生活在阴暗寒冷的森林里，鄂温克人
非常崇拜太阳。他们用皮毛和彩色石头做成类似太
阳的吉祥物佩戴，这就是鄂温克族文化中的另一个
重要符号——太阳花。

古老的太阳花，如何在现代放出新的光芒？鄂温
克族年轻人的答案是，将太阳花作为艺术符号，开发
成文创产品。

“90 后”鄂温克族姑娘艾吉玛便是其中一员。学
习计算机专业的她，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建起电商平
台，帮助母亲卖太阳花产品。

每年，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达 1 万多个。艾吉玛
说：“传统文化很受欢迎，我想通过不断创新，为太阳
花增添养料。”

为支持民族文化绽放更大魅力，鄂温克族自治旗
还着力打造民族文化产业创业园，吸引了 118 名非遗
传承人和创业者入驻，鄂温克传统服饰、五畜绳、皮雕
等各种传统技艺在园区竞相繁荣。

呼伦贝尔学院教授斯仁巴图表示，民族文化是
最好的名片。在融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鄂温克人不
忘传承创新自己民族的文化，与全国各族人民交往
交流交融，共创美好未来。

 8 月 1 日，湘
江水面保洁员高建国

（前）在出发前布置队
员们的负责区域。

近日，湘江长沙
段水流逐渐平缓，树
枝等垃圾从上游顺水
而下，堆积在江岸两
侧。这些“漂无定所”

的垃圾最终会被长沙
市城管执法局湘江水
面保洁公司的保洁员
“一网打尽”。

保洁船分大、小打
捞船和转运船，小船一
组两人，大船三到四
人。舵手掌舵，其余的
“清道夫”们手握长长
的杆柄，弯下腰，将捞
网和撑钩伸入水中，操
弄网袋兜入垃圾，捞
起，扣放在甲板上。打
捞船上的垃圾堆满后
交给转运船，转运船满
载后驶向码头，将垃圾
倒入垃圾转运车里，一
趟接着一趟。

每年 5 月至 8 月
是保洁高峰期，原本的
作业时间为早上 7 点
至下午 6 点，现在有时
会加班清理。目前，保
洁公司共有 90 余名水
面保洁员，负责湘江长
沙段 78 . 5 公里的水
域清洁，每天打捞水面
漂浮垃圾约 50 吨。
新华社发（陈振海摄）

遗 失 声 明

孙 奕 不 慎 将 记 者 证（ 证 件 号 ：
X 0 1 0 0 0 1 6 6 0 0 1 5 0 1 ）遗 失 。卢
佳 不 慎 将 记 者 证 （ 证 件 号 ：
X 0 1 0 0 0 11 5 5 0 0 1 2 0 X ）遗 失 。

特 此 声 明 。
2 0 2 0 年 8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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