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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的滚滚车流中，一辆辆载
客三轮车凭借小巧的车身，在机非
车道间自由“切换”，见缝插针地疾
驰，哪怕红灯当前依然“一骑绝
尘”。这样的场景，许多市民都会
在台江、仓山白湖亭等地街头看
到。

历经多轮整治，载客三轮车为
何依然在市区部分地带活跃，且乱
象频生？连日来，记者走访三轮车
载客现象严重的台江，实地调查，
了解背后的治理困境及现实需求，
一探乱象的前因后果。

闹市中“失控”
在地铁茶亭站、达道站出入口，

等候载客的三轮车是路边一道“别
样的风景”。车顶安着遮阳篷，车尾
安着行李架，形成一个两人座的空
间。路人一旦靠近，驾驶员立马搭
讪：“走不走？”如若对方有意，讲好
地点，谈妥价格，便可立即成行。

搭乘三轮车出行是怎样的经
历？日前，记者叫了一辆小三轮从
地铁茶亭站前往台江步行街，体验
了一番惊魂之旅。

在“突突”的震动中，小三轮在
车流中飞快行驶，连闯数个红灯，
一路畅行无阻，15分钟就到达台江
农贸市场。

在八一七工业路口，载客三
轮车“冲关”现象屡见不鲜。一家
五金店老板表示，二轮电动车有
牌证，还有摄像头抓拍违规，大都
很规矩，但三轮车过马路常常如
入无人之境，“每次过路口好像都
不看红绿灯，真替驾驶员捏一把
汗”。

疯狂现象的背后，是大量无牌
无证车辆上路的结果。根据福州
残疾人助力车管理办法，助力车仅
供下肢残疾人使用，不得载人载
物，非法营运，且必须登记管理。
但记者眼见的大多数载客三轮车
均未悬挂牌照。

没有号牌登记管理，没有摄像
头抓拍的压力，这些载客三轮车在
信息化时代成功“隐身”，似乎成了
马路上的“特权一族”。

监管下“隐身”
据了解，从非法载客、占道停

放，到无牌上路、违规改装销售，三
轮车管理涉及交通执法、城管、交
警、市场监管、残联等五部门。三
轮车本是部分残疾人士出行的工
具，可福州街头的三轮车都是残疾
人驾驶的吗？

2023年 1月至今，在全市开展
的三轮摩托车专项排查整治中，市
交通执法支队台江大队累计查处
51起非法运营案件，其中残疾人和
非残疾人各占一半，无牌、套牌情
况很普遍。这意味着，相当一部分
人假借残疾人名义，利用三轮车从
事非法营运。

“城区从事违规载客的残疾人
很少，下肢残疾人更少，被发现违
规载客的残疾人大多来自连江、福
清、闽侯等地。”台江区残联理事长
郑积云告诉记者。

而在销售端，大量无牌三轮车
正悄然流入市场。记者以购买者
身份致电台江区一家残疾人用具
店，店家开口就问“是自己开还是
载客”。当听记者想要用于载客
时，店家推介了一款双人座三轮
车，且明确告知“不想上牌可以不
带残疾人证”，并负责介绍改装门
店。相关文件规定的单人单座、不
安装遮阳篷，查验购买人下肢残疾
人证明并予以登记等条款，在商家
处基本形同虚设。

三轮车载客上路普遍，为何屡
禁不止？作为整治链条的前端，市
交通执法支队四大队大队长崔浩
表示，“取证难”是执法中最棘手的

问题，随着法治政府建设，对证据
链的完整度、判定的精确性要求越
来越高，部分乘客不配合口供，让
立案难上加难；对发现违法从事经
营活动的残疾人、非残疾人，可分
别处以 500 元、1000 元的罚款，但
不能强制行政扣押，又给了违法者
卷土重来的机会。同时他也承认，
执法力量不足也是原因之一。

夹缝里“求生”
在市区，三轮车载客主要集中

在台江，以地铁茶亭站、达道站为
核心，辐射周边三四公里。此外，
仓山白湖亭、晋安东泰禾等地也存
在同样现象。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比公交
方便、比打的便宜”，载客三轮车凭
借微薄优势据一席之地，背后也隐
藏着特殊需求。

台江是各类小商品批发市场

的集聚地，存在大量客货集散需
求，人力车在当地历史悠久，接受
度很高，过去甚至还有正规的人力
车公司。如今，这一带坐拥 3家医
院，辐射中亭街、上下杭、台江农贸
市场、万宝商圈、台江万达等，高频
接驳需求为三轮车载客提供了丰
富的土壤。

一是数字化时代部分老年群
体的出行需求。在附一医院门口，
从一辆三轮车上下来的倪依姆告
诉记者，她不会网上叫车，“这一带
路边打车不好打，停靠点也离医院
门诊太远，走路不方便，三轮车随
叫随走，能直接送到门口”。

二是批发市场的短途客货运
输需求。在三轮车较为集中的台
江农贸市场，记者看到，来来往往
的三轮车既载人又载货。一知情
人士表示，小三轮是短途配送成本
最低、最轻便的工具，常有闽侯等
远郊客人乘地铁 2号线来进货，三
轮车可以连人带货送到地铁口。

三是低收入群体的就业需求。
在残疾人或困难群体背后，一辆三
轮车意味着一家人的生计，在择业
惯性和监管盲区的双重作用下，载
客经营很容易“春风吹又生”。

披着助力车外衣的三轮车，满
足了一部分人的需求，却以忽视安
全、违反法规为代价，如何才能让
善政得善用？在崔浩看来，“三轮
车整治点多面广，涉及多个职能部
门，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治理难题，
要实现标本兼治，需要强化多部门
协作，疏堵并举，系统施策，综合治
理，才能防止屡次回潮”。

乘客的每一次选择，都在助长
三轮车的违规行为。市交通执法
支队也向公众发出提醒和倡议：改
装、加装三轮车在安全性能、资质、
车辆保险上都不符合载客标准，一
旦发生事故，乘客权益将得不到任
何保障！不要图一时方便而将自
身安全置于危险境地。

无证上路、频闯红灯、违规销售……

市区载客三轮车为何屡禁不绝？
本报记者 朱榕

本报讯（记者 宋亦敏）争流洞
江湖，挥桨赛龙舟。2日，“2024澎
湃洞江湖”长乐传统龙舟邀请赛在
洞江湖挥桨举行，为广大市民和宾
客带来了一场速度与激情的视觉
盛宴。本次比赛由福州新区管理
委员会、长乐区政府主办。比赛还
进行了现场直播，共计 12.8万人在
线观看。

当日上午，洞江湖畔加油声、
呐喊声此起彼伏，16支龙舟队在碧
波之上展开激烈竞速。伴着节奏
感满满的鼓声，龙舟似离弦之箭，
在赛道上竞逐，引发观众阵阵欢
呼。

据介绍，本次龙舟赛以“男子
传统龙舟 500米直道竞速”为核心
项目，汇聚长乐各乡镇及周边地区
的传统龙舟队及 4 支特邀龙舟赛
队，分别是香港菁英龙舟队、船政
学院龙舟队、福州新区闽港合作咨
委会秘书处龙舟队和产投大鲨鱼
龙舟队，共同竞逐水上荣耀。经过
三个小时的对决，鹤上滨江龙舟队
夺得冠军，鹤上兄弟龙舟队、文武
砂壶井龙舟队分获亚军和季军。

“划龙舟不能光使劲，选手之
间的默契配合更重要。”文武砂壶
井龙舟队队长林云东向记者说，经
过 2个多月的集中训练，这支仅成

立2年的年轻队伍取得了第三名的
好成绩。“长乐赛龙舟的氛围一直
很浓厚，这次来参赛不仅是为了取
得好成绩，更是想通过老带新的方
式，将龙舟精神一代代传下去。”他
说。

虽然细雨连绵，但得知有龙舟
赛，台胞黄翔泰还是早早来洞江湖
公园占了一个好位置。精彩的比赛
让他大呼过瘾。“长乐龙舟赛的赛

制、形式、文化都与台湾高度相似，
期待将来能有更多的交流。”他说。

当日，还有不少与黄翔泰一样
的市民从主城区及周边地区赶来
洞江湖公园，参与这场别开生面的
比赛。

除了气氛热烈的龙舟竞渡，比
赛现场还有“龙舟点睛”这一展现
传统闽都特色龙舟文化的仪式，以
及舞龙、鼓板等演出，增添了浓厚

的文化氛围。“水上飞龙”表演更是
让现场观众欢呼四起，惊喜连连。
伴着阵阵鼓点，两条“飞龙”自水面
腾空跃起，在空中翻腾跳跃，与五
彩龙舟相映成趣。

除了“有得看”，这场龙舟赛还
“有得玩、有得吃”。在洞江湖北岸
室外篮球场的龙舟集市里，五花八
门的摊位引得市民不时驻足品尝
美食、购买商品，现场人气颇旺。

而在不远处，一场以风调雨顺为主
题的龙舟宴正在开场，一道道独具
长乐特色的美味佳肴被端上席面，
让人食指大动，宾客们在享用美食
的同时也感受到长乐传统文化的
趣味与吉顺安康的美好寓意。

据介绍，端午赛龙舟的习俗在
长乐自古就有，具有广泛的群众基
础和浓郁的地域特色，蕴含着“大
爱开明、能拼会赢”的精神力量。
近年来，长乐区积极培育特色龙舟
赛事，推动龙舟运动发展。“如今，
我们不仅有全国独有的三溪夜赛
龙舟的传统习俗，更有问鼎冠军、
享誉世界的龙舟竞技队伍，龙舟文
化已然成为长乐的特色名片。”长
乐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龙舟竞速 水上争雄

地铁茶亭站前地铁茶亭站前，，数辆三轮车在等候载客数辆三轮车在等候载客。。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暖摄陈暖摄

▲ 各支龙舟
队你追我赶。（受
访方供图）

《百台万吨 挺进深蓝》
获福建影像创意大赛银奖

本报讯（记者 林文婧 通讯员 连融媒）
记者昨日获悉，由连江县委宣传部、县融媒
体中心制作的视频作品《百台万吨 挺进深
蓝》，荣获首届“一县一品”福建影像创意大
赛银奖。

《百台万吨 挺进深蓝》通过短纪录片形
式，立体式、全方位展示涵盖研发、育苗、养
殖、加工、销售、旅游的连江“一条鱼”现代化
海洋产业全链条，充分展示连江海洋产业跃
升蝶变、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

据了解，“一县一品”县域品牌传播工程
推动每一个县（市、区）写出新故事、拥有新
名片、接洽新机遇、获得新发展，更好展示县
域形象，提升在全国乃至国际的影响力。大
赛共有来自全省各地 18件融媒作品脱颖而
出，评选出金、银、铜奖各6件。

端午话传承 传统育美德

本报讯（记者 王玉萍）昨日，2024年“我
们的节日·端午”暨“强国复兴有我”仓山区
主场城门镇专场活动在城门镇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举办，通过端午知识讲座、香囊制作
等环节，进一步挖掘传统节日文化内涵，营
造端午节浓厚氛围。活动由仓山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区委文明办、城门镇政府联
合主办。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青少年们在党员
志愿者的带领下，了解端午节由来、民俗习
惯、文化内涵等知识，随后识草药、辨功效，并
制作端午香囊，感受民俗文化，体验动手乐
趣。只见大家将适量的苍术、山奈、白芷、菖
蒲等中草药填充入香囊袋，拉紧扎绳，再打好
中国结，一个个圆润饱满、寓意美好安康的端
午香囊就制作好了。

青少年学习制作香囊。本报记者 王玉萍摄

依伯深信假警察
险被骗走40万元
警方：公检法不会通过电话
或网络办案

本报讯（记者 张铁国 通讯员 蔡耀宗）
福州一位八旬老人被假扮警察的电信诈骗分
子蛊惑，对对方深信不疑，将上门劝阻的真警
察拒之门外，并向骗子“通风报信”。在民警
多次劝阻下，老人最终成功保住了40万元。

日前，东街派出所接到上级指令称，辖
区一位八旬老人刘依伯正在遭遇电信网络
诈骗。

“我们没有接到诈骗电话，也没有转账，
不需要你们帮助！”见到上门劝阻的东街派
出所民警，依伯与老伴极力不配合。

连续劝说10余分钟后，见无任何效果，民
警及时调整策略，联系上依伯儿子刘先生。
谁知刘先生也被父亲劈头盖脸一顿骂。刘依
伯情绪越来越激动，要求民警立即离开。

见此情景，民警只好暂时退出其住处，
并与银行联系，对刘依伯的账户采取保护性
止付措施，确保资金安全。同时民警持续对
刘先生进行反诈宣传，让其时刻关注父母动
态，避免上当受骗。

次日，民警邀约刘依伯到派出所继续劝
说。好在老人十分配合，与老伴和儿子一起
前来，并且对民警的劝说不再排斥。但民警
发现刘依伯将账户内 40万元人民币兑换成
了港币，却对此操作矢口否认。

鉴于已对其账户采取保护性止付，老人
暂时无法对外转账，民警继续对刘依伯进行
劝阻，并列举相关反诈案例进行“现场教
学”。第三天，刘依伯终于幡然醒悟，相信自
己真的遭遇了电信诈骗。

原来，刘依伯接到自称“海南警方”的电
话，声称老人涉嫌泄露国家机密，必须配合
排除嫌疑，否则将进行追责，而且会影响到
子孙三代。老人一听吓坏了，还将民警上门
劝阻的事情告诉骗子。诈骗分子于是让老
人先假装配合民警，暗地里让其将40万元人
民币兑换成港币，再转到对方指定的所谓

“安全账户”。
“多亏了你们，对你们的好心相劝我开

始还不信，差点上了假警察的当……”回想
自己的遭遇，刘依伯后悔不迭，对民警满怀
感激之情。

警方提示，公检法机关不会通过电话或
网络办案，也不存在所谓的“安全账户”“核
查账户”等，更不会让公民提现或是转账汇
款。广大市民要提高自我防范意识，谨记凡
是与钱相关的操作，一律不听、不信、不转
账，如遇疑似诈骗行为，请及时拨打110。

本报讯（记者 唐蔚嫱）1日下
午，“榕台儿童友好家庭日”在晋安
岳峰镇桂溪社区举办，这是桂溪社
区第二年组织由两岸儿童共同参
与的社区家庭日。

活动中，小朋友们学习将一块
方巾通过手工制作成冰淇淋的形
状。现场充满了欢声笑语，每个孩
子都兴致勃勃展示自己的作品。这
一手工造型毛巾制作的创意来自台
胞公寓住户，即蛋糕毛巾创始人林
颖穗。入住台胞公寓 4个月以来，
他已经融入社区，积极参与各种活
动。现场，他和孩子们分享自己的
创业故事，告诉他们创新和坚持的

重要性。“只要有创意，任何普通的
东西都可以变得独特。”林颖穗说。

据介绍，林颖穗家族经营的兴隆
毛巾厂在台湾已有45年历史。2005
年，林颖穗在外从事互联网行业多年
后回到台湾。在低价进口毛巾的冲
击下，工厂举步维艰。为了应对挑
战，他通过创新将毛巾制作成蛋糕样
式，4年间开发出数百款独具新意的
产品，成为台湾传统产业升级的标杆
案例之一。2008年，林颖穗改造旧厂
房，在台湾推出首家“毛巾观光工
厂”，随后营业额逐月大幅增长，最多
时月营业额达到约80万元。

今年5月，林颖穗在晋安区创办

福建兴隆毛巾有限公司。“回到祖国
大陆创业是我多年的梦想。”他深信，
只有将企业推向更广阔的市场，才
能进一步提升台湾优质毛巾的品质
和影响力。未来，他计划推出更多
蕴含“福”文化元素的毛巾文创产品，
见证两岸文化的交融与传承。

桂溪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社
区致力于建设儿童友好社区，通过
开展多样化的活动，让孩子们在健
康、安全和有爱的环境中成长。台
胞的积极参与，使社区更好发挥优
势，整合两岸资源，共同开展更丰
富、更多元的活动，增进两岸民众
的了解与互动。

两岸小朋友在社区共度两岸小朋友在社区共度““六一六一””。。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唐蔚嫱摄唐蔚嫱摄

两岸儿童共度社区家庭日

▲ 比 赛 现
场。（受访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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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