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僵尸桩”中有一部分
是运营企业经营不善导致
的遗留问题，还有一部分则
与电池续航里程的发展相
关。

几年前安装的充电桩
早已无法满足车主的充电
需求。

汤晓栋说，“现在上海
常见的车辆电池容量至少
都是50度电，好点的会达
到70度到100度电。以70
度电的车辆为例，如若用常
见的7kWh慢充桩充电，要
充10个小时才能充满，车
主在公共场所几乎不可能
等待这么久。”

“联联充电”后台数据
显示，上海的公共充电桩
中，80%是交流慢充桩，
20%是直流快充桩。然而，
90%以上的充电量都来自
于这20%的直流快充桩。

2021年 8月 18日，上
海市交通委发布《上海市
交通委员会关于规范停车
场(库)充电设施设置的通
知》(下称《通知》)，要求各
区交通管理部门、联联充
电、各充换电设施运营企
业、各公共停车场(库)经营
企业加强“僵尸桩”治理、
进一步提高快充设施占比
等。

《通知》中值得关注的
是，对新建公共停车场
(库)，充电设施可根据设备
总功率进行验收。过去根
据中央住建委要求，新建
公共停车场 (库)要配备
10%的充电车位，也就是
1000个车位中，至少要装
100 个 7kWh 交 流 慢 充
桩。而在今后，根据功率
折 算 ，只 要 整 体 达 到
700kWh 的 装 机 容 量 即
可。一般来说，6台直流双
枪快充桩就可以达到规
定，充电桩的利用率会更
高，僵尸桩的问题会逐渐
得到缓解。 （澎湃新闻）

公共直流充电桩日用率低，亏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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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跟随国务院第八次大督查第十五督查组在

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秀水镇新光村暗

访发现，该村用水设施简陋，水龙头长期闲置成“摆设”，许

多村民生活全靠自家屋顶接到的雨水，无任何过滤、净化

措施，饮水安全问题亟待解决。

日用率低、慢充比例高

谁制造了“僵尸”充电桩？

国务院督查组
贵州暗访一处农村饮水工程发现

“平时一滴水没有，
领导来了水才来”

近日，上海一位车主王先生向记者反映，他在使用名为“乐华充电”的充电桩时

遭到了充电桩无法使用、预充值无法退回、运营企业失联等问题。

如果在过去一年时间中，一个充电场站没有发生过任何充电行为，那么其中的

充电桩就被称作“僵尸桩”。

记者近日获得的数据显示，目前上海约有11万根公共充电桩和专用充电桩，

大约27%为疑似“僵尸桩”，其中分时租赁及其他专用类充电桩占比超过一半。

那么，这些“僵尸桩”究竟为何而来？谁在制造“僵尸桩”？未来的监管与处置

将如何进行？

在多个消费者投诉平
台上，都可以查询到不少针
对公共充电桩无法使用或
疑似运营商跑路事件的投
诉。

一位充电桩企业地推
负责人对记者说，“市面上
这些正常运营的(充电桩品
牌)公司，据我所知，基本都
还处于亏钱的阶段。”

据工商登记数据，截至
2021 年 5 月 25 日，我国
2021年已新增2.1万家充
电桩相关企业，同比增长
159%。

据上海市交通委披露
数据，上海公共桩专用桩年
充电量持续跳跃式增长，
2018 年 2 亿度、2019 年

4.02 亿 度 ，2020 年 达 到
6.06亿度，同比增长50%。

众多玩家纷纷入场意
味着竞争急剧加速。今年
以来，深圳、山东等地的充
电桩运营企业甚至卷入了

“1元钱充满一辆车”的价
格战之中。

2016年9月，上海电器
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
受相关部门的委托，负责承
建“上海充换电设施公共数
据采集与监测市级平台”，
该平台于2016年 12月30
日正式上线，名为“联联充
电”。相关部门要求，上海
市所有公共充电桩都要依
规接入“联联充电”。

“联联充电”常务副总

经理汤晓栋为记者算了一
笔账：目前在公共充电桩
中，消费者使用较多的都是
直流快充桩，一个直流快充
桩加施工成本，总投资约
10 万元。将补贴计算在
内，单桩每天充电量100度
以上，这一场站可以达到运
营上的盈亏平衡；每天充电
200 度，场站基本可以在
3-5年内回本；每天充电达
到300度，才可以在3年内
收回投资。

以上海为例，上海单个
公共直流桩平均日利用率
约为4%，相当于一天被使
用约1小时、50度电。也就
是说，运营企业整体上都处
于亏损状态中。

调整补贴政策堵上“骗补”漏洞

20%充电桩承担九成充电量

除了经营困难、倒闭跑
路的运营企业之外，部分骗
补的不良企业也是制造“僵
尸桩”的罪魁祸首。

上述充电桩企业地推
负责人对记者说，“上海以
前发放的是桩补，现在大部
分外省市也都是给桩补，也
就是说，企业每立起来一根
充电桩，就能拿一份政府补
贴。所以短时间起来了许
多形形色色的公司和品牌，
某些桩企恨不得把桩插满
全上海。”

“数量快速增长不是问
题，”这位负责人补充道，

“问题在于，不少桩企安装

的是慢充桩，有的甚至从未
通过电。”

汤晓栋对记者表示，公
共充电桩运营的准入门槛
不高，企业需在安装充电桩
前到发改委网站进行备案，
无需验收；若充电桩为停车
场配套设施，与停车场共同
验收即可。

他提到，在上海市向运
营企业提供设备补贴的阶
段，确实存在着部分企业有
不良动机，甚至通过伪造数
据来骗补。

对于这类问题，相关管
理部门已经意识到并采取
了措施。

汤晓栋介绍，目前，上
海市对公共充电桩的补贴
重点已从设备补贴转变为
运营补贴。

2020年5月，《上海市
促进电动汽车充(换)电设
施互联互通有序发展暂行
办 法》( 下 称《办 法》) 出
台。《办法》取消了原有的
设备补贴，企业建设公共
充电桩不再享受上海市政
府所提供的30%设备补贴
(出租车示范站和示范小
区 等 有 特 别 规 定 的 除
外)。某些企业骗取设备
补贴的漏洞也被就此堵
上。

农村饮水安全问题能
否得到妥善解决，关系人
民群众生命健康、脱贫攻坚
成果的巩固以及同乡村振
兴的有效衔接。对于在贵
州省督查过程中发现的农
村自来水设施“建而不用”
的问题，督查组认为，此类
问题并非新光村一处，要增
强政治意识，夯实工作作
风，主动自觉地把村民安全
饮水责任担当起来，对已完
成自来水工程的地方逐户
排查，严肃认真摸查整改，
切勿再伤民心。

督查组建议，相关部
门要压实农村饮水安全管
理地方主体责任，并落实

到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确
保每一处农村供水工程都
有人管；各地要加快农村
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建
设进度，严把工程建设质
量关，并探索后期维护长
效机制；水利部门要和卫
生健康部门共同研究提升
农村供水水质达标率，全
力配合统计等部门普查等
工作，提供基础资料和技
术支持。

此外，要畅通举报渠
道，建立问题办理和回访
机制，对村民关切的问题
给出合理解释，让村民吃
上“明白水”“放心水”。

（据新华社）

要求担当作为摸查整改

对于水龙头没水的情
况，当地乡镇干部、村干部
解释称，喀斯特地貌存不住
水，新光村没有明显地表水
源，比周边更干旱。这两年
政府安装自来水设施，从山
里引来泉水。泉水有限，要
分时段供应，各村民小组隔
几天就能轮到，水存起来够
一家人用一周。

和干部们碰头后，督查
组禁止其跟随，继续在村里
走访。接下来抽查到的村
民家，水龙头均有出水。

随着督查持续深入，越
来越多的村民围上前反映：

“平时一滴水没有，领导来
了水才来。”

督查组随后摸排发
现：点名要去某村民家，从
事多年村务的村干部却提
供了错误地址；有人临时
手拿钳子忙着挨家放水；
许多龙头喷出的水压很
高，伴有泥沙，能看出久未
使用；一些村民家的水表
过了一两年，表上数字却
几乎没有变化。

“领导来了水才来”

在新光村，每户门院
前都有政府安装的一个或
多个水龙头。记者跟随督
查组随机抽查10余户村民
家，没有一户水龙头能正
常使用，拧开后均未有水
流出。

村民们反映，最近一
次大规模安装自来水设
施，是两年前村里完成危
房改造的时候；大伙儿满
心欢喜搬进新居，却发现
饮水工程成“摆设”。

在村民来毛定家，一
根被板材包裹的竹竿斜搭
在屋檐下，悬着割开的塑
料瓶，瓶口接着软管，连接
处有泥土淤堵痕迹，软管

另一端直通后院旱厕旁的
水窖。

下雨时，落在屋顶的
雨水就会顺着这样的自制
装置流进水窖，被储存起
来，在需要时用桶打取。

村民们表示，在新光
村，仍有大量村民饮用无
过滤、无净化的雨水，有些
窖口结满蛛网，有些窖底
浑浊发黄，“没想过干净不
干净，有喝的就不错了。”

一些有条件的村民会
花钱雇拖拉机，去国道旁
的货车补给站拉水。有村
民透露，拉水已在村里形
成产业，用水紧张的时候，
一拖拉机水能卖100多元。

抽查10余户村民家
没有一户水龙头能正常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