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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汽车保有量的增大，一些无

人使用、维护的“僵尸车”由于长期停放在

公共区域，不仅占用了本就紧张的公共停

车资源，影响了道路通行秩序，破坏了市容

环境，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已经成为社

会治理中的一个痛点。那么，“僵尸车”是

如何产生的？治理过程中有哪些难题？近

日，记者带着问题对此展开调查。

还路于民还路于民

拔除占位拔除占位““钉子户钉子户””

“我家小区好几辆停了很长时间的‘僵

尸车’消失了，都被清理了，这下子下班回

家有地方停车了。”两个月前，家住长春市

临河街附近的陈先生向记者反映自家小区

有几辆僵尸车常年霸占车位。日前，陈先

生再次联系记者，表示一直困扰他的僵尸

车问题得到了解决。

陈先生告诉记者，他家小区的公共停

车位本来就很紧张，他每天下班都是急忙往

家赶，就为了能抢个停车位，小区里本就有限

的停车位还被个别“僵尸车”占了，严重影响

其他正常使用的车辆停放，还存在自燃等安

全隐患。“有时找个车位都要花上20多分钟，

太不方便了。”陈先生说，之前也有居民把问

题反映给物业公司，可物业工作人员也没什

么好办法，因没有执法权，也只能尽量劝导

“僵尸车”车主。“这次清理‘僵尸车’，城管、交

警、社区都来了，挨个打电话通知车主挪车或

者送去报废。清理之后，不仅小区的整体环

境提升了，我们停车也更加方便了。”

长春市世光路附近有多所学校和多个

小区，马路两边店铺林立，并统一规划公共

停车位。“我家门前的公共停车位上就有一

辆僵尸车，但最近这个‘钉子户’被清理

了。一些车主觉得，自己家的车也就是占

了一个车位而已，但这绝不仅仅是一个车

位的问题。僵尸车挤占公共资源，影响市

容市貌，还可能因为年久失修出现漏油、自

燃等问题，停放在小区门口还可能影响消

防车、救护车通行。最主要的是僵尸车现

象没人管、不处理，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僵尸

车出现，继而对城市产生更为严重的影

响。”住在附近的居民于先生告诉记者，以

前世光路上至少有四五辆“僵尸车”，现在

它们都被交警清理了，还车位于民的同时

消除了安全隐患，这让大家拍手称快。

追根溯源追根溯源

产生原因多样复杂产生原因多样复杂

治理“僵尸车”，首先要了解什么样的

车属于“僵尸车”。长春市公安局交巡警支

队秩序处科长高笑源表示，一般长期停放

在公共区域，无人使用和维护，没有牌照或

达到强制报废标准，或出现外观明显破损、

零部件缺失、轮胎干瘪等情况的，会被认定

为“僵尸车”。

“民警在巡逻过程中，会对达到条件的

车辆进行初步排查，经过系统查询，发现车

辆达到报废标准或是外观有明显破损的，

会就近先查找这个车的车主，找到之后对

他进行告知和劝导，要求对车辆进行驶离

或自行处理。达到报废标准的我们会告诉

他报废的流程，让他找有资质的报废公司

将车拖到指定的报废停车场办理手续进行

处理。”高笑源说。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目前马路上、小

区里的“僵尸车”形成原因多种多样，有的

车辆性能落后接近报废，维修费用过高，留

之无用、弃之可惜，车主放置于公共区域后

逐渐成为“僵尸车”；有的是因为家中有多

辆车，其中部分车辆闲置后无人打理逐渐

被主人遗忘而变成“僵尸车”；有的车辆则

是作为抵押物或者被法院查封，由于各种

复杂情况转变为“僵尸车”；有的车辆被装

修公司或商铺停在车位上当“广告位”；有

的车辆已经达到了强制报废标准，但因觉

得强制报废补贴金额较少，没有吸引力，或

是怕麻烦，便把车停在停车场当储物空间

用，将一些废旧物品塞进车里、堆在车旁，

影响交通和公共车位正常流转使用。此

外，有部分居民看到别人花几千元买辆小

车当作仓库，自己也跟着买，也是导致住宅

小区内“僵尸车”逐渐增多的原因之一。

清除顽疾清除顽疾

保障城市道路保障城市道路““血脉血脉””畅通畅通

针对“僵尸车”这一城市化进程快速

发展中的“新型顽疾”，今年，长春市出台

了《关于开展城市精细化管理十大提升专

项行动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加强治理失

管失联“僵尸车”占用公共停车泊位等行

为。随着集中清查整治行动的持续开展，

“僵尸车”难题迎来了“破局”之解。

为了进一步加大道路交通秩序管控

力度，提高道路通行能力，确保辖区道路

静态停车秩序规范、有序，近日，长春市公

安局交巡警支队从交通管理实际出发，着

力紧扣当前工作重点，进一步提升对机动

车违法停车的查处力度，切实规范停车秩

序，坚决遏制机动车随意乱停乱放交通违

法行为蔓延，严格清理长期占用公共道路

且超过检验期限、无人使用等车辆，释放

停车资源，消除道路交通风险隐患，营造

良好有序的城市交通环境。同时，加强部

门协作，形成工作合力，积极与城管、街道

等部门沟通协作，共同开展静态交通秩序

治理工作。

11月 3日 14时 13分，民警巡逻至宽

城区华侨城小区附近，发现一辆面包车外

观破旧，车内堆放着不少烧烤架和其他杂

物，轮胎下垫着高高的砖石。民警找到附

近烧烤店负责人员，请其在规定时限内自

行拖移并妥善处置至非公共区域保管。

14时22分，车辆被移走，砖石清理完毕。

11月11日10时10分，民警巡逻至扶

余路时发现一辆轿车车身遍布灰尘、外观

破损、车胎瘪了，且长时间停放在马路

边。这辆车不仅妨碍行人、车辆通行，还

严重影响城市形象。民警在调取车辆信

息后与车主联系，对车辆先期进行拖移，

释放停车资源，同时告知驾驶人携带相关

手续来队作进一步处理。

“针对停放在公共道路范围内的‘僵

尸车’，我们已采取多种措施进行清理。

对于停放在小区里的，我们也积极配合住

建部门和物业进行处理。但是在处理‘僵

尸车’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除了部分达到

强制报废要求或是废弃、无人认领的这部

分车辆可以依法予以拖移外，其实占比最

大、最容易清理后又出现的是被用来当仓

库的闲置车辆，这部分车辆状态正常，年

检也没问题，保险也有，但就是长时间停

在马路上当仓库使用。”高笑源告诉记者，

对于这种情况民警只能劝导。“目前对‘僵

尸车’的处理没有一个官方的明确界定，

缺乏相关法律定性和处罚依据是‘僵尸

车’治理难的原因之一。”高笑源表示，清

理“僵尸车”还路于民需要更为健全的法

制保障，需要更多相关机制的完善和政策

的支持，社会各方主动作为、形成合力才

是最优解。

破局“僵尸车”，正在路上
本报记者 马贺 吴茗

挥别色彩斑斓的秋季，吉林进入引人入胜
的冬天。最具魅力的无疑是皑皑白雪。这一
刻，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已经等不及了，一秒

“入冬”！
日前，随着“嘭、嘭、嘭”雪炮齐鸣，净月潭滑

雪场正式开始造雪啦！雪花飞扬，冬日的氛围感
直接拉满。净月潭滑雪场位于长春净月潭景区
内，被誉为长春“城市中的滑雪场”。雪场雪道
面积 5.5 万平方米，可同时接待 3000 人滑雪。该
滑雪场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在国家 5A 级景区里
畅滑粉雪，雪友们不仅能够纵享雪中“速度与激
情”，还可以欣赏皑皑白雪笼罩的莽莽森林、浩
渺水潭，尽享冬日浪漫。为迎接 2024—2025 冰雪
季，滑雪场的雪具大厅、魔毯正在升级改造中。

迎接新雪季迎接新雪季
本报记者 韩玉红

最近，白山市浑江区人民检察院通过实地走访，发现辖区内大部分
文身店未在显著位置标识不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对于来访的顾
客也未主动询问年龄，对于未成年人权益保障存在一定的隐患。日前，
当地行业监管部门邀请浑江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开展拒绝向未成年人提
供文身服务的普法宣传活动。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及检察官联合向
商户及群众发放了宣传单，向他们讲解了《未成年人文身治理工作办
法》的相关要求，同时要求文身店店主在店面显著位置张贴了不向未成
年人提供文身服务的标识。 孟子巍 摄

本报讯（王志鹏 记者于悦）“医生，我牙齿松了需要拔吗？”“医生，

我这个牙吃不了东西是咋回事？”近日，通榆县团结乡幸福村来了一群

特殊访客，他们是吉林大学白求恩口腔医院志愿者医疗服务队，特意为

村民送来健康咨询和义诊服务。

活动现场，村民有序排队等待口腔检查。专家进行口腔检查和病史

询问后，发现大多数村民口腔卫生状况欠佳，且没有引起重视，甚至部分

居民认为牙不痛就是没有病，只要有一颗牙能咀嚼，就不是大问题。

活动中，专家向村民发放口腔服务项目宣传手册和保健牙膏、牙

刷、漱口水等口腔清洁用品，并讲解使用方法。同时，为群众讲解了有

关牙齿日常保健、口腔疾病预防等方面的知识，为前来咨询的村民免费

检查牙齿缺失、龋齿、牙垢牙病等问题，指导村民要养成良好的口腔卫

生习惯，定期进行口腔检查，及时消除口腔疾病隐患。

此次活动不仅送来了专业的口腔健康服务，解决了许多村民的口

腔健康问题，也有效引导村民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有的村民表示：

“今天学了不少口腔卫生知识，原来以前的刷牙方法都是不正确的，专

家还送了我们牙刷、牙膏、漱口水，回家我就要试试。”

义诊科普进乡村

本报讯（陈瑞新 金香君 记者韩玉红）为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长春市双阳区法院“阳光下的小葵花”少年审判普法品牌持续深化“院

校合作”，联结院校合力，通过法治副校长工作机制，切实提升少年儿童

的法治素养、促进少年儿童加强自我保护作为,打造未成年人法治教育

和权益保护矩阵。

近日，双阳法院刑事庭（少年法庭）庭长崔澜馨前往长春市第150

中学，为同学们带来一堂难忘的法治教育课，帮助同学们“迈好人生的

第一个台阶”。主会场设置在长春市第150中学报告厅，共800余名高

一学生参与现场课程，分会场则设置在高二、高三各班级教室。崔澜馨

结合典型案例和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围绕近期辖区内群众反映强烈

的校园安全、校园欺凌、网络危害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讲解，教育和警

示同学们明辨是非善恶，激发孩子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深度思考，在孩子

们心中播下法律的种子，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护航未成年人成长

给180棵辣白菜抹料需要多长时间？在珲春市密江乡解放村，前

来走访的密江边境派出所民警们见证了独一无二的“速度”。

腌辣白菜是朝鲜族的传统。每到深秋时节，解放村里的朝鲜族村

民们都会着手腌制辣白菜。11月3日上午，62岁的朴海兰阿姨在自家

腌制辣白菜，需要给180棵辣白菜抹料。“可别小瞧抹料这活，给180

棵白菜抹料，需要一分为二，就变成了360棵白菜。而且抹料是个细

活，需要把白菜一叶一叶地掀起来，把料均匀地抹上，然后再掀下一

叶……”听说朴阿姨要腌辣白菜，来走访的民警们本想帮忙，没想到等

大家赶到朴阿姨家，180棵辣白菜已经全部抹好了辣料。

“这前后才不到2个小时，这么多的白菜就抹好辣料了？这速度也

太快啦！”听到民警感叹，朴阿姨爽朗地笑了起来：“在我们村一家有活，

就是全村有活，全村有能力的人都会来帮忙。干完活以后大家围坐一

起吃饭，说说笑笑，又解乏又开心！”朴阿姨说，解放村只有1户汉族村

民，其余都是朝鲜族村民，驻村书记又是满族人，虽然大家民族不同，但

心却紧紧地系在一起。一家有事，全村帮忙，早就形成了你帮我、我帮

你的风气。“今天这么快腌好了180棵白菜，就是好几个村民来帮忙的

成果。前些天，全村的村民为村里的致富带头人王晓刚捡拾玉米，王晓

刚还为大家发放了豆油和大米……”

“村里缺少劳动力，现在我们村书记就是我们的好帮手，今天这些

辣白菜都是他窖上窖下地来回跑，帮着下窖的。”朴阿姨口中的关书记

是驻村书记关鑫，去年10月10日来到解放村驻村，仅仅一年时间，村民

们就对关鑫有了深厚的感情。

听到朴阿姨的赞扬，关鑫憨笑着说：“咱解放村民风淳朴，村民们善

良正直、勤劳又团结。一年的时间里，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村民们互帮

互助的传统。”关鑫告诉记者，由于村里大都是老年人，因而春耕、秋收、

冬储的效率不高，每到这些时节，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聚到一起，一家

一家地干。

平日里关鑫村务工作多，村民们怕他在吃食上对付，夏天自发地把

自家种的蔬菜送给他，冬天把自家腌制的咸菜拿来。谁家做点好吃的，

都会叫关鑫过去一起吃。村民们对关鑫好，关鑫都记在了心里，谁家有

活他第一时间过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种地、收割、腌菜、交电费、

调整电视信号、处理手机问题、修理电动自行车……久而久之，默默关

心着村民们的关鑫，成了村民们最为关心的人。

“饺子好了！趁热吃，咱家的饺子是地瓜面的，跟你们的饺子可不

一样！”朝鲜族炕上，围坐着五六位村民在包地瓜饺子。桌子上放着和

好的地瓜面团，阿姨们揪下一块面，两三下就捏成圆饼，把馅料放在中

间，麻利地封口，随后一个元宝型的饺子就包好了。

“我们走访是为了核查辖区人口数据，增进警民关系，了解社情民意，

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化解矛盾纠纷，但在解放村里，看到的是民族团结的

力量，感受到的是互帮互助的村邻友谊，品尝到的是朝鲜族特色美食，解

放村的风土人情美得就像一幅流动的温馨画卷。”民警孙海鹏表示。

解放村里的“流动画卷”
卜丽峰 丁婷 江天 本报记者 吴茗

“听说‘家门口’开了敬老餐厅，我来尝尝鲜！”11月8

日上午，长春市二道区荣光街道宏盛社区敬老餐厅火热开

业。临近中午，餐厅里已经排起了长队，许多闻讯而来的

老人正在等待开餐。餐厅工作人员也忙碌起来，热腾腾的

饭菜接连出锅、整齐摆放。

据了解，宏盛社区敬老餐厅是荣光街道首家采取公建

民营运营模式的餐厅，由政府主导建设基础设施，民间企

业或机构负责运营，宏盛社区为敬老餐厅提供场地，长春

市商业联合会负责日常管理，旨在为辖区老人提供更便

利、更优质、更贴心的服务。

“我们老两口在这儿吃了好多天了，菜又多又便宜，而

且特别方便！”正在排队的曲阿姨告诉记者，这个敬老餐厅

已经试运行1个月了，自助取餐还可以外带打包，每天来

这里用餐的老人络绎不绝。“我女儿家附近就有敬老餐厅，

以前去女儿家的时候，我和老伴还特意去体验一次，那时

就觉得敬老餐厅特别方便，没想到我们社区也开敬老餐厅

了，这对我们这些老年居民来说，真是好消息！”

此时的敬老餐厅飘着浓浓的饭香，餐厅里宽敞明亮、

整洁卫生，打好餐食的老人一一落座，不少老人结伴就餐，

黄豆猪蹄、香辣鸡翅、红烧带鱼、西红柿炒鸡蛋……老人们

吃着可口的饭菜，说笑间脸上满是笑容。

“叔叔阿姨，饭菜还可口吗？不够吃可以再盛。”餐厅

负责人田小春一边穿梭在餐桌间，一边询问老人们对饭菜

的感受，对于空盘较快的菜品会立刻补上。田小春告诉记

者，餐厅每天提供20个菜品，荤素搭配、营养均衡，饭菜不

限量，吃完可以再盛。“我家每天的饭菜都是当日新鲜食

材，绝不过夜，在餐厅里我们还摆放了留样柜，对每天的食

物进行留样保存，保证端上桌的每一餐都很安全。”

“赶上好时候了，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既经济实惠

又营养健康的饭菜。”正在就餐的张大爷开心地表示，一个

人在家吃饭非常简单，年龄大了也懒得做，有时候做一顿

吃一天。居民李淑兰是餐厅的常客，她告诉记者，这里的

饭菜少油少盐，非常适合老年人口味，来了两次她就迫不

及待地向身边的朋友推荐……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去市

场买菜、给自己做一顿饭成了难事。宏盛敬老餐厅不但解

决了辖区老`人“用餐难”问题，价格也实惠亲民，说起餐厅

大家都是笑意满满。

舌尖上的幸福，吃的是民生温暖。宏盛社区敬老餐厅

每天营业时间是11时到14时，16时到19时，覆盖了居民

一日两餐的用餐需求，价格设置上也亲民透明，对于符合

条件的老年人，更是享受政府补贴优惠价，餐费标准为60

岁及以上老人11元，70岁及以上10元，80岁以上7元，90

岁及以上老人每天可免费享用一餐。同时，餐厅还为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的老年乘车卡开通了就餐服务功能，方

便老年人持卡就餐。

长春市商业联合会会长梁锋表示，宏盛社区敬老餐厅

是长春商业联合会规划中的服务民生项目之一，是发挥长

春商业联合会特有优势、具有公益属性的餐饮服务项目，

也是与二道区共同打造的民生工程。宏盛社区敬老餐厅

不仅是方便居民百姓用餐的地方，更是让老年人感受社会

温暖、增进邻里情谊的平台。一方面，老人在“家门口”可以

享受美食助餐服务，提升老人的饮食健康营养。另一方面，

将成为老人们分享快乐的聚集地，老人可以利用就餐机会

唠唠家常，消除老人们的孤独感，增加邻里间的感情。餐厅

还将定期举办健康讲座、节日庆祝活动等，丰富老年人的精

神文化生活，让他们的晚年生活更加多姿多彩。

多年来，荣光街道始终聚焦“一老一小”，把改善民生

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家门口”的餐厅破解了辖区老

年群体“一餐一食”的困境，让老年人既享受到党和政府的

优惠政策，也在幸福“食”光中乐享新时代的美好生活。

在家门口的敬老餐厅——

吃 出“ 幸 福 的 味 道 ”
本报记者 吴茗

日前，长春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民警巡逻时发现一辆轿车车身遍布灰尘、外观破损、
车胎瘪了，且长时间停放在马路边，在调取车辆信息后与车主联系，对车辆先期进行拖
移，释放停车资源。 （长春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供图）

（（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供图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