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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几个晚上，我都撞上去了。”5月14日，患有
弱视斜视的市民关先生在武昌区张之洞路千家街公
交站乘车时说。这处公交站的盲道上竟然“骑”着候
车凳和垃圾箱。

近日，市民在武汉城市留言板上反映了上述问
题。5月14日，《拍“板”》栏目介入后，区城管局当日
组织环卫相关人员将垃圾箱移至合理位置。由于前
期规划时未给公共设施留足安装空间，武汉公交集团
工作人员对盲道上的候车凳予以拆除。

盲道上太“挤”了，应该改

5月14日10时许，记者来到张之洞路千家街公交
站，站台上的候车乘客络绎不绝。记者发现，车站内
四把候车凳不在一条直线上，其中两把“骑”在了盲道
上。站台中部的垃圾箱正好靠近车辆后门开门处，也

“挤”在了盲道上。
“既然设计了盲道，就是有用的。”“垃圾箱应该往

旁边移，凳子往后挪，让出盲道。”记者随机采访了近
十位候车乘客，大家均表示盲道上的摆放不太合理，
应该改。

15时许，记者联系到武昌区城管局相关负责
人。“公交站内的垃圾箱是活动的，两个人就可以搬
动。可能是环卫工人打扫时不小心移动了箱体。”
两小时后，负责人向记者发来了调整后的垃圾箱照
片，并表示后续会加强巡查，及时发现、处置占用问
题。

候车凳和广告牌“打架”，不好改

14日，记者致电了武汉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李先
生，他表示将于次日一早将板凳后移。本以为只是简
单挪位，没想到事情并不简单。

15日9时许，维修施工团队在车站勘测发现，盲
道外原有一处板凳的安装痕迹。工程师陈先生推测
称，以前的施工人员尝试过把板凳安装在盲道外，但
发现打不开后面的广告牌，才改装到了盲道上。工作
人员现场打开广告牌检测，证实了这一猜测。

为何四个板凳中只有两个在盲道上？陈工解释：
“过去建造公交站时，施工人员用了两种规格的广告
牌和板凳。长度较长的两块广告牌前，两个板凳的尺
寸也较大。由于需要更大的开合空间，板凳无法后
移。”他表示，原计划无法实施，需回去再商议一下整
改方案。

最终拆除两个候车凳

15日16时许，陈工告知记者，团队商讨出了两种
解决方案：两个板凳保留一个，移至中间位置；或降低
板凳高度，让广告牌可以开合。

16日9时30分，记者和公交工作人员再次来到车
站尝试整改。将盲道上的候车凳拆除后，施工人员先
将一个板凳移至两个广告牌之间，板凳仍阻挡了广告
牌开合。施工人员又在路旁测试，模拟矮凳场景：将

板凳放至路面，人从台阶上往下坐，板凳高度过低，乘
客坐下去起身不便。

“两个方案都不可行。板凳往后、往左挪，广告牌
打不开；板凳往下降，高度又不行。”陈工无奈解释。
面临两难局面，施工团队最终将两个候车凳拆除，确
保盲道不被占用。

记者商佩 许魏巍

近日，#男子手机没电扫电动车充电桩充电#话题
登上微博热搜。5月18日，记者实测后发现，此种方
式充电费用确实低，近1个小时仅花费0.27元，比市
面上的共享充电宝便宜不少。但由于必须在室外原
地“看守”，颇为不便，蜂拥而至的蚊子更是叮了记者
好几个包。专业人士表示，此种方法在技术上可行。
运营商则不建议市民这样操作。

5月14日，市民姜先生找不到共享充电宝，临时
扫了个电动自行车的充电桩充手机。姜先生说：“实
惠，1元可以充4小时，用不完还能退钱。”

5月18日 9时许，记者来到汉口一小区充电棚
实测，将20W快充充电器插入接口后，选择了“金额
计费”模式，1元钱可以充3个多小时。一开始，手
机电量显示为50%，充电30分钟后达到80%，57分
钟时充至100%。1小时内充电50%，花费0.27元，
相比收费3至4元每小时的共享充电宝，费用确实
低了不少。

记者发现，这样操作也存在诸多不便。首先，市
民必须随身携带充电器，且最好是带快充插头的充电

器。记者尝试用6W的充电头充电，10分钟后，只充
进了1%的电。其次，充电时手机不能离开视线，记者
只能在原地等待，气温偏高及蚊子叮咬都让人烦躁。

用电动自行车的充电桩给手机充电，是否安全？
记者采访了武汉一汽车厂商研发工程师李先生。他
表示，从电压和功率的角度来看，此种充电方式在技
术层面上没有问题。

李先生解释称，一般小区内的充电接口使用的是
220伏电压的交流电。电动自行车充电的额定输入电
压符合市电标准，电压也满足手机充电器转换接头对
输入电压的要求（100～240伏）。电动自行车充电器
的功率远大于手机充电器功率，因此，用户将手机充
电器接到电动自行车充电接口上，一般情况下，不用
担心线路过载问题。

记者致电了该充电桩运营方，工作人员表示：“不
建议这样充。偶尔充一下可以，但不要长时间充。（充
电桩）毕竟是充电动自行车的，我们没有实测过，不确
定是否会对手机产生不良影响。”

记者商佩

武汉晚报讯（记者龙彬）5月20日上午，2024武
汉市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启动仪式在欧亚达汉阳国
际广场举行。线下绿色智能补贴于5月20日至5月
26日发放，个人消费者可到指定线下门店领取100元
至500元家电消费券补贴。

本次启动仪式宣告2024武汉市汽车以旧换新
消费券第二轮活动和绿色智能家电家居线下补贴券
和第二轮线上补贴券发放的正式开始。武汉市作为
全国首个在线上开启以旧换新的城市，已于今年4
月30日启动线上绿色智能券发放，线下绿色智能补
贴于5月20日至5月26日发放。个人消费者可到指
定线下门店领取，用于购买空调、电冰箱、洗衣机等
16类符合一、二级能效要求的绿色家电和智能马桶
盖、智能晾衣机等4类智能家居产品。根据商品的

消费总金额，消费者将获得额外的100元至500元
消费券补贴。

据了解活动将突出实惠、便利、绿色三大特点。
在实惠方面，海尔、美的、东风等各大企业提供厂商
优惠，邮储银行、农业银行、汉口银行等投入银行优
惠券。在便利方面，消费者可在线下门店购买指定
商品时，直接扫描领券并在支付时自动使用叠加抵
扣。同时各大企业门店将提供免费上门一站式收旧
拆装服务，同时以不低于市场平均价的价格进行旧
品回收，用于消费者进行抵扣购新价款。在绿色方
面，此次补贴的家电产品均须在中国能效或水效标
识网备案且达到一级、二级能效，更有利于倡导形
成绿色、低碳、节能生活方式，推动绿色消费市场加
速成长。

拍“板”

公交站盲道上“骑”着候车凳和垃圾箱
太“挤”了，清除候车凳让出盲道

电动车充电桩充手机，1小时0.27元
工程师：技术上可行 运营方：不建议

武汉第二轮“以旧换新”启动
最高可领500元家电消费券

盲道上的候车凳和垃圾箱。 记者商佩 摄

华科大今年新增4个本科专业
本科生有四次转专业机会

武汉晚报讯（记者杨佳峰 实习生彭冠
迪 通讯员汪伟颋）5月 20日，记者从华中科
技大学高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该校新
增4个本科专业，本科生入校后有四次转专
业机会。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助理、本科生院院长文
劲宇介绍，今年华科大计划招生7225人，机器
人工程、供应链管理、大数据管理与应用、计
算金融四个新增专业首年招生。并且，为了
积极响应国家“人工智能＋”行动的号召，满
足数字时代对复合型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该
校还新增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双学士学位项
目。

今年，该校即将启动本科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三大行动计划，分别是“创新能力跃升计划”

“启明·星计划”和“国际胜任力提升计划”。其
中“国际胜任力提升计划”将面向全体本科生，
着力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胜任力的创新
型人才，通过“世界顶尖大学交流”“世界一流
学科交流”“全球视野拓展”三类资助，每年支
持1000名以上的本科生到世界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出国（境）交流，最高资助额度达10万
元。

华科大启明学院副院长黄刚介绍，该校将
继续开设实验室轮转课程。让本科生低年级就
能深度接触不同研究方向的课题组和实验室，
了解相关学科发展前沿及未来研究方向，开展
科研启蒙训练，开阔学生学术视野，为他们未来
学术研究打下基础。“实验室轮转过程中，学生
可以与不同研究方向的高水平科研团队展开深
入研讨和交流，并结合个人志趣，选择某一个研
究方向开展早期科研训练，获得实践学分和项
目经费资助。”

“本科生入校后共享有四次申请转专业的
机会。”华科大本科生院副院长、招办主任周智
皎介绍，第一次是进校即可申请参加选拔进入
部分实验班学习；第二次是第一学期末，学生可
申请在全校范围内转专业；第三次是在大二学
年时，可在学科大类内部申请转专业；第四次是
在大三学年时，可申请在院内学科类内部转换
专业。今年具体转专业政策以学校正式通知为
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