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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晚报讯 近日，市市场监管局
联合市消防救援支队召开的全市电动
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动员
会上，全市41个电动自行车品牌经销
商现场签订了《守法经营承诺书》：“守
好生命安全底线，加强自律管理，做到
守法经营、诚信经营。”

41个电动自行车品牌经销商公开
承诺：不销售无合法来源或者加装、改
装的电动自行车；不为消费者提供以破
坏限速器或其他技术手段将电动自行
车最高时速调至25km/h以上服务；不
提供和参与电动自行车非法加装改装
（加保险杠、装饰件、工具箱，改长鞍座、
控制器）；不擅自改变电池种类或更换
大容量电池，不增加外设蓄电池托架或
电池盒；不销售配备与3C认证不一致
的充电器。

动员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在
市、区、所分会场，共1000余名电动自
行车生产企业负责人、经销商和行业协
会负责人参加会议。

市市场监管局发放了《守法经营告
知书》，要求全市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

单位增强企业守法经营意识、提高诚信
经营意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和标准，
信守承诺；承担“三包”责任，及时处理
消费者投诉，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会上，武汉质检所技术专家讲解了

电动自行车相关标准，分析了质量抽检
不合格原因。市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
人宣讲了工业产品生产和销售单位落
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通
报了电动自行车质量违法违规查处情

况。市消防救援支队通报了前期电动
自行车火灾事故、执法案例。

为进一步深化电动自行车安全隐
患全链条整治，压实销售单位质量安全
主体责任，市市场监管局要求，各经销
单位要对标新标准，聚焦改电池、改限
速、防护不合格等突出问题组织自查整
改；要严格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两
个规定”，认真实施质量安全风险排查
管控；要强化责任担当，配合政府部门
做好电动自行车“同题共答”文章，共同
维护行业健康发展，从源头保障消费者
安全。

“坚决拥护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
全链条整治的要求，积极响应政府各
部门对电动自行车的管理。”武汉市
电动车行业协会会长翁增斌代表广
大电动车行业从业者积极倡议和郑重
承诺，“主动抵制劣质拼装和梯次利用
的锂电池；不拼装、不改装电动自行
车，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电动自行车
生态环境，促进全市电动车行业健康有
序地发展。”

唐煜 艾军

武汉晚报讯 “六月天气热，扇子
借不得，虽说是朋友，你热我也热。”6
月18日上午，在江汉区打铜社区，武汉
科技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30余名师生
与方新建老人一起用武汉话吟诵起童
谣。这学期，师生们利用课外实践时间
来到社区学习，与汉话发音人、武汉话
方言发音工作室负责人方新建共同感
受社区结合本土文化资源的活态传承，
推进特色非遗文化焕新发展。

江汉区民权街道打铜社区位于江
汉路商圈，因明清时期以打铜为生的工
匠云集而得名。今年66岁的方新建是
居住在这里的一名老党员，2014年初
从武汉冶炼厂退休时，正逢社区大力开
展基层治理的创新工作，方新建主动加
入社区基层党组织，并被推选为大江院
片区的党支部书记。由于总是以一口
纯正的方言为居民服务，在项目组征集

“发音人”时，社区推荐了方新建。
“我今天讲的是打铜街和民众乐园

的故事。”方新建介绍，“给老居民讲老
武汉故事是一种回味，很多记忆随着时
间的推移大家会逐渐淡忘，我以民谣的
形式唱出来，让更多老居民沉浸在欢乐
中的同时又追忆一些年轻时的故事。
而给年轻人用方言讲故事时，他们更多
的是一种好奇，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
只是单纯觉得方言有意思。老武汉有
一段很厚重的历史，很璀璨。孩子们来
武汉读书这些年对方言并不陌生，突然
听到我唱童谣后会有一种想学的欲望，
在学习的过程中了解武汉的悠久历史，
方便日后更好地融入社会。”

2017年12月，方新建被教育部、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推选为专项
任务“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湖北方
言调查·武汉项目的发音人。“当时国家
在开展规模庞大的语言资源保护项目，
经过层层遴选，从武汉市5个区选拔出
方言发音人38人，我有幸名列其中。”
方新建回忆，“当时录制的方言词条音
频，作为重要素材列入‘中国语言资源

有声数据库’永久保留。2022年，项目
组又指导我们用方言讲武汉的历史故
事。”方新建介绍，自己也搜集了两篇有
关打铜街历史和周边著名老里弄的故
事，希望能够为传承方言出点力。

21岁的周藤岭是从四川眉山来武
汉读书的一名学生，方新建在台上说一
句她在台下学一句。“我感觉武汉话和
眉山话有点接近，虽然对武汉还不是特
别了解，但方老师唱起武汉童谣时我忍
不住跟着学。”周藤岭坦言今天的学习
让她感悟很多，真正把学到的知识落到
实处还需要过程，社区结合当地文化资
源把社区工作干得有声有色是值得自
己借鉴学习的地方，以后会经常到这边
来向社区的工作者取经。

武汉科技大学的陈玲老师介绍，让
学生们了解武汉当地的一些文化，初衷
是因为他们所学的专业是要运用到社
区服务中。“同学们除了储备专业理论

知识，还要拥有丰富的课外实践能力，
今天带他们来打铜社区也是想让他们
学习社区是如何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开
展各项服务工作的。”

社区党委书记倪娟介绍，打铜社区
有大量跨越百年的老巷子、老住宅，居
民中老年人和外来人口占比大，文化始
终贯穿于打铜社区的基层治理过程中，

“我们用方言与民俗活动留住老街坊的
邻里情，能让更多的居民感受有声、有
味的传统文化”。

据了解，江汉区持续在发挥老党
员、老干部凝聚力上出实招，通过找准离
退休党员干部工作与社区工作的契合
点，挖掘一批“银发人才”，选树一批“领
头雁”，积极营造离退休党员干部融入
城市基层治理的浓厚氛围，让老同志共
享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为基层治
理赋能增色，形成共建共管共享的新
格局。 涂光荧 桂丹丹 李爽

老党员用方言讲述老武汉故事
让更多人“感受有声有味的传统文化”

方新建在老地图上指出打铜街的位置。 涂光荧 摄

不卖改装车、不调高车速、不擅改电池

41个电动自行车品牌经销商公开承诺

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对电动自行车销售单位开展质量安全突击检查。 唐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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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晚报讯 6 月 18 日
下午，首届荆楚慈善楷模、中
欣建设集团董事长喻友旺来
到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向该
校100名困境大学生捐助30
万元助学金。活动现场，一名
受助学生送上自己亲手制作
的礼物，让喻友旺感受到困境
学子散发出的自信光芒。

莫文琦是交通职业学院
艺术学院环设专业学生，她
出生在甘肃农村一个因病致
贫的家庭，家中有年迈的奶
奶和务农多病的父母，家庭
经济捉襟见肘和经常性的困
顿伴随了她整个童年、少年
直至现在，还几度险些失学。
考上大学后，在学校和老师的
帮助下，她不再为生活费发
愁，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学习，先
后在学校获得“优秀共青团
员”“五四青年标兵”等荣誉
称号。

她在发言中称，喻友旺
先生资助的 3000元助学金
几乎是自己3个月的生活费，
感觉特别温暖。她说自己在
网上搜喻友旺先生的事迹，
发现他和自己一样也出身贫
寒，他的人生历程更增加了
自己奋斗的勇气。

活动现场，莫文琦和艺
术学院的小伙伴发挥专业特
长，运用中国传统“火笔画”
工艺描绘出教学楼、图书馆、
致远号等6个学校文化景观，称作“烙
画六景”，赠送给喻友旺。喻友旺深受
感动，他说，深切感受到了困境学子散
发出的自信光芒。

喻友旺已坚持助学 31年，捐款
7000多万元，资助1.8万名困境学子。
今年是他助学的第32年，武汉交通职
业学院是今年助学的第一站。喻友旺
在活动现场与到场学子分享了自己的
4点人生感悟：贫穷曲折是一种财富；
一定要坚信彩虹必在风雨后；要始终
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有能力时去帮助
他人；一个美好的社会应充满爱的旋
律。 马慧洁 揭兴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