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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交通领域碳减排的重要路径，也是全
球汽车产业的重要发力方向。随着我市新能源汽车使用数
量的不断增加，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桩建设规模也实现了
快速增长。近日，国家统计局商洛调查队采取实地走访和发
布电子问卷等方式，就商洛市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服务
保障能力等相关情况进行了调研。

供不应求 发展迟缓

商洛调查队通过实地走访充电站、与相关企业面对面访
谈了解到，目前全市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桩）规模在 320 台左
右，分为公共专用、社会公用、私人自用三种类型。其中，由
国网商洛供电公司在商州区、山阳县、丹凤县、洛南县等城区
投资建设的充电桩有 98 台，为公共专用充电桩；由国网商洛
供电公司投资建设的沪陕、福银高速商洛市辖内服务区的 10
座充电站有 40 台充电桩，由商州区内私人公司投资建设的
充电桩约 80 台，为社会公用充电桩；全市家用家装充电桩在
100台以上，为私人专用充电桩。

商洛调查队了解到，截至 9 月底，全市挂牌登记在册
的电动汽车有 1754 台，其中，新能源纯电动汽车 1026 辆，
新能源插电式混合汽车 728 辆，这就意味着公用充电桩服
务 1754 辆新能源汽车，车桩配比率达 1∶8，公用充电桩明
显供不应求。

密度不足 覆盖面小

据了解，目前我市充电站建设起步晚，覆盖密度不足，主
要投资建设在商州城区，六县城区数量较少，乡镇更是稀缺。

调查结果显示，仅有 22.22%的车主很了解我市公用充
电站的分布情况、充电桩的充电流程和价格；71.9%的车主表
示公用充电桩不够多，密度不足，充电很不方便；18.3%的车
主表示公用充电桩的地点找不到、找不全。一些单位投资建
设公共专用充电桩，大部分建设在机关单位院子内，外部社
会车辆不能随意进入充电，且公共专用充电桩数量较少均为
慢充，需要等位排队，高峰期排不上位的情况时有发生；公用

充电桩的社会公用充电桩由私人投资建设，城区内充电站数
量较少，多在城区边缘位置，部分充电站附近没有公用卫生
间，也未为车主设置能够遮风挡雨的等待区。大部分电动汽
车车主表示，他们只敢在城区跑，较偏远的乡镇根本没有充
电桩，充满电也担心有去无回。而公共充电站冷热不均，热
点地区排队充电，较偏区域闲置无人，而距城区较远的镇办
无桩可充情况较为突出。

目前，我市建设充电站的投资方不到 4 家，调查期间联
系到经营较好的投资方只有 2 家。据介绍，一个充电桩的采
购成本在 8000 元—6 万元不等，加上场地、安装、维护、人工
费用等支出，使得充电站建设前期资金投入大、回本时间慢
成为制约投资者投资充电桩行业的主要因素。据调查，每个
投资公司都拥有自己的运营平台和收费渠道，以缴费 APP
为载体，车主在第一次使用时要花费约 15 分钟的时间下载
APP、设置、充值、缴费才能正式开始充电，有 6.54%的车主
感觉 APP 操作复杂。投资方的收费标准各不相同，充电站
位置和充电时间段不同也导致充电费用差异较大，电费随着
供电部门销售电价的调整浮动不大，但停车费和服务费等附
加费用却无统一标准，不同地区差异较大。由于充值优惠力
度不同，充值起步金额较大，车主通常会选择一个固定的运
营商充值充电，有 16.99%的车主认为充电整体收费贵。

通过实地勘察和调查，发现充电 APP 运营水平较低。
在部分县，按照地图导航或者充电 APP 到达目的地后，却发
现充电桩处于故障状态，而故障信息在 APP 上却没有显示，
让车主白跑一趟。充电站缺乏日常管理和维护，燃油车占充
电车位的现象屡见不鲜，充电车充完电继续占用导致充电桩
使用效率大大降低。部分充电站维护情况较差，充电枪、充
电桩损坏甚至没电的情况并不少见，甚至有的充电桩扣费但
不充电。充电站内的休息、餐饮服务功能开发不完善。例
如，在商州区车流量少或各县区位置较偏的充电站，大量的
充电桩闲置，这些地方大多无等待区、餐饮区，甚至很难找到
卫生间。夏天晒，冬天冷，遇上刮风下雨，给车主带来了很多
尴尬和不便。

调查结果显示，车主们认为公用充电桩和家用充电桩各
有各的好处，但更偏向于使用公用充电桩。调查者中，仅有
10%的车主安装了家用充电桩，但有 55.56%的车主虽然未安
装充电桩，但未来考虑安装充电桩。可以看出，车主们对安
装使用家用充电桩充满期待，却仍在观望。家用充电桩具有
充电费用更低、使用时不等位减少时间成本的特点，但由于
审批手续等因素制约，造成家用充电桩迟迟不能安装到位，

使得“充电自由”不容易。
目前，主要矛盾点集中在社区物业方。物业“一言堂”，

私设审批条件。有 20.34%的车主表示，前期审批程序复杂
时间较长，一些已经安装充电桩的车主和正在办理安装的车
主共同反应：“供电部门需要物业提供允许施工证明，物业却
说需要供电部门的同意才能盖章。”小区物业经常闭门不见，
找到物业负责人了却不认可供电局的安装工艺和质量检验，
安装指导政策对小区物业方没有约束力，也没有第三方介入
监督管理，迟迟不能办妥。小区电网容量、充电位有限。部
分车主表示：“物业给出的理由是电力不足，以及人防工程有
限制无法安装。”“没有私家车位，物业不让装。”我市老旧小
区居多，小区可供安装充电桩的区域和车位拥挤，一些小区
的客观条件不允许安装充电桩且难以协调解决方案，安装难
题更加凸显。维护和管理的责任不明确，物业方认为充电桩
的使用安全和日常管理权责不明确，如果出现损坏，或者出
现公共安全问题，无法判断和界定责任，怕未来有纠纷，索性
不要安装，省事省心。

多方发力 统筹规划

目前，我国从汽车大国走向汽车强国的发展战略在逐步
落实，随着新能源汽车迎来发展高峰期，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成为落实发展战略环节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充电基础
设施整体规划建设需要多个部门协作、统筹规划。

加强土地规划，优化城市网络。建议优先利用公共停车
场、大型商场地下停车场等土地资源作为建设城区公用充电
桩的主要载体，按照城市布局，以城市周边开阔区域为主、城
区内部定点集中区域为辅，逐步增加公用充电站、充电桩数
量。进一步优化中心城区公共充电网络布局，加大外围城区
公共充电设施建设力度，鼓励充电运营企业通过新建、改建、
扩容、迁移等方式，逐步提高快充桩占比，并合理更换老旧充
电桩，提升公用充电桩利用效率和用户充电体验。

完善县城、镇办、高速路口的布局和建设。建议搭载乡
村振兴规划，结合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推进镇办充电基础
设施建设，把充电站建设纳入城镇化建设规划，加快补齐县
城、镇办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加速实现电动汽车充电站

“县县全覆盖”、充电桩“乡乡全覆盖”。重点在机关、车站、乡
村物流基地等地开展充电基础设施布点建设。分阶段加快
布局高速公路快充电桩覆盖，将快充站纳入高速公路服务区
配套基础设施范围，扩大充电网络覆盖范围，鼓励建设“光储
充”一体化充电站，积极探索商业化新模式，满足新能源汽车

用户远距离行驶需求。
提升充电桩维护管理和运营质量。应该在政府机关、企

事业单位、工业园区等内部停车场加快配建相应比例的充电
桩，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满足公务用车和职工私家车充电
需要。鼓励单位和园区内部充电桩对外错峰开放，加强充电
桩维护维修，加强管理，提升公用充电供给能力。整合一套
互联互通的运营 APP，增加充电桩反馈界面，对市面上出现
废弃、损坏的充电桩规定时间范围内进行维修并定期维护，
保障公用充电桩的利用率。政府部门可出台相应的补贴政
策，一方面对投资运营充电站的企业进行补贴，缓解投资压
力，缩短运营商投资回报周期；一方面鼓励充电场站发展周
边建设，增加餐饮、休憩、购物、洗车等服务，提升车主充电体
验，提高充电桩利用率，提升运营质量，创造更多盈利空间。

创新发展 提升能力

统筹规划新旧小区家用充电桩配建。新建居住小区要
确保固定车位 100%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安装条件，预留安
装条件时需将管线和桥架等供电设施建设到车位以满足直
接装表接电需要，配建项目规划报批、竣工验收等环节需接
受依法监督。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及城市居住小区建设
补短板行动，对具备安装条件的居住小区，要求配建一定比
例的公共充电车位，建立充电车位分时共享机制，为老旧小
区车主充电创造条件。

完善居住小区充电桩建设推进机制。相关部门应统筹
协作，共同推进居住小区充电设施建设与改造，并要求居住
小区物业等管理单位应积极配合用户安装充电设施并提供
必要协助；业主委员会应结合实际与物业协商，明确物业服
务区域内充电设施建设的具体流程、使用规范、管理职责。

创新居住小区充电服务商业模式。鼓励充电运营企业
或居住小区管理单位接受业主委托，积极开展居住小区充电
设施“统建统营”,统一提供充电设施建设、运营与维护等有
偿服务，进一步提高充电设施安全管理水平和“绿电”消费比
例。鼓励“临近车位共享”“多车一桩”等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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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杨 迪

“这药材好，色泽好，大小合适。”“82.5 斤，84
斤，80.3 斤……”时下，正是玄参采收的好时机。在
洛南县古城镇后庙沟村、南村、页山河村的药材收购
点，一辆辆满载玄参的农用车轰隆隆开来，送货群众
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收购现场被欢声笑语萦
绕，一派丰收喜人的景象。村民高兴地说：“今年的
中药材玄参产量大、价格好，为我们提供了致富的门
路，种植药材也能富起来。”

兴一个产业，富一方百姓。近年来，古城镇借助
区位和自然资源等优势，按照“一轴三线三示范”产
业发展布局和企业引领、合作社统一管理服务、农户
种植、订单生产的发展思路，依托页山河流域中药材
产业基础，新发展千亩玄参和红仁核桃，采取产前统
一订购种苗、产中统一技术指导、产后统一销售的服
务模式，不断发展壮大中药材产业，逐步将中药材玄
参打造成了村民增收致富的大产业。

近期，到了药材收购时节，按照协议，各村及时
发布了玄参收购公告，明确了收购价格、质量标准和
交货方式。目前，全镇预计交易量达 1200 多吨，产
值超过 100万元，种植药材的村民户均增收 3000元
以上。下一步，古城镇将立足资源优势，瞄准市场需
求，把中药材产业作为重点产业强力推进，聚焦打造
万亩中药材种植基地，不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为
乡村振兴增添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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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成村民致富中药材成村民致富““良方良方””
本报通讯员 崔 剑

“这些二斤秤，高高的！”12月 16日，山阳县高坝店镇石桥村村民赵远宏在
家门口“开秤”，卖出了今冬第一单红薯粉皮。当现场拿到陕西致宏源远农副产
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付给的现金后，赵远宏的妻子在一旁乐呵呵地点着钞票，
满脸欢喜地打着小算盘：“一斤15元，这个单子是400斤，刚好是6000元。”

赵远宏今年种了 2 亩地红薯，收获红薯 3000 公斤左右，加工淀粉 600 多
公斤，预计加工红薯粉皮近 500 公斤。按市场价每公斤粉皮收益 14 块钱算，
光种植红薯这一项，今年赵远宏就有七八千元的进账。

石桥村党支部书记南华森介绍，近年来，石桥村抢抓乡村振兴机遇，立足
传统手工粉皮加工，下大力气在农产品商品化经营上做文章。村上通过“村集
体经济+工厂+农户”的联农带农模式，以加工企业为产业基地，带动零星散户
为工厂代工生产，工厂负责规范红薯粉皮加工工艺、保价回收和包装销售，带
领农户持续增收致富。

目前，石桥村以陕西致宏源远农副产品有限公司为依托，带领农户从事农
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经营活动。为了鼓励引导农户为加工厂代工生产，
村上还多方筹集资金 20 多万元，为 59 户粉皮加工个体户修建了炉灶、加工
棚，购买了加工器具。此外，公司还和农户签订了产业合作协议，公司负责保
底价回收农户产品，把全村近 400户群众镶嵌在“种植红薯—生产淀粉—加工
粉皮—线上线下销售”产业链上，带动群众依靠发展传统产业持续增收致富，
种植户户均年增加经营性收入超过 4000元。

说起今后的发展规划，南华森表示，说一千道一万，群众增收是关键。
下一步，石桥村将聚焦群众增收，不断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围绕农产品

商品化深加工，一手抓农产品生产经营，一手
抓农产品特色品牌打造，进一步提高农产品
附加值，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同时，为了鼓
励农户扩大红薯种植面积，保障红薯粉皮质
量，村上将为种植面积超过 1 亩的种植户免
费提供优质青苗，为种植面积超过 2 亩的农
户免费提供 1 袋化肥。为进一步拓宽销售渠
道，村上将通过网络直播带货、在电商平台开
网店的方式销售红薯粉皮，不断促进经济大
发展、村民稳增收。

出售粉皮出售粉皮

晾晒粉皮晾晒粉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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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出售中药材村民出售中药材

镇干部调研镇干部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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