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体脱单

11月11日，20对新人在岱

山县双合景区种下爱情树，并举

行了甜蜜浪漫的中式婚礼。这场

别开生面的集体婚礼移风易俗、

喜事新办。

通讯员 姚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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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11日，衢州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

在公安部12项深化“放管服”改革新措施的基础上，再加

推车辆检测“一件事”、交管业务融入大公安一窗通办、

道路施工许可网上办、货车扫码入城、“救命钱”一键申

请垫付、智慧停车一张网等6项公安交管优化营商环境

新措施。

其中，作为车辆检测“一件事”的全省试点城市，衢州

从去年底开始全面打造车检服务衢州样板。如今，曾让车

主心累体乏的车检，在衢州已变得非常方便快捷。日前，

记者来到衢州，现场了解“交钥匙”车检。

“让我先把车钥匙交给工作人员！”11月5日中午，趁

着午休时间出来办理车辆年检手续的周先生，驱车赶到

衢州某机动车检测公司，刚把车停下，就冲进了办事

大厅。

这么急着“交钥匙”啊？衢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车管所监管科科长郑立平向记者介绍，整个检测流程分六

步进行：车主驾车驶入待检车道，车辆熄火；携带身份证、

行驶证、有效期内的交强险保单，前往办事大厅；在导办员

引领下，前往综合受理窗口完成车检登记、缴费；在休息区

安心等待检测结果；在听到广播提醒后，到综合受理窗口

领取检验合格标志等相关资料；检测结束，前往交车区按

车位号找到自己的车辆驶离。车主动作快的话，一辆非营

运小型私家车从驶入车检站到完成检测驶离，一般只需要

30分钟左右。“这就是周先生急着交车钥匙的原因。”

记者走进办事大厅，这里干净敞亮，收费、登录、审核、

总检、复验都集中在一个窗口。几位车主正坐在休息区的

沙发上喝茶、看手机。

“我之前在朋友圈看到有人来车检，说很快、很方便。我

还特意在网上预约了中午时间，这样就不用请假了。”已经坐

在沙发上等候的周先生对记者说。没说几句，工作人员就

走了过来，将车钥匙和行驶证送还到周先生手中。看了下

时间，不到30分钟，“这太赞了！”周先生竖起了大拇指。

车主吴先生也为这项改革点赞。“以前，车检年检必

须安排大半天时间，我去年车检就花了5个小时。”今年，

吴先生提前预约，到现场后，特意给这次车检“掐了

表”——“我1点30分到的车管所，交了车钥匙、交了费

用，然后坐在那里等，1点58分就拿回了车钥匙，总共才花

了28分钟。”

支撑这“5小时到28分钟”变化的，是科技改革。郑立

平介绍，车主只需在“浙里办APP”网上预约，系统便会推

荐当前距离最近、服务最优的检测站。各检测站在收到预

约申请后，根据车主上报的行驶证照片，通过公安数据专

网获取检测所需基本信息，并第一时间电联车主，提醒车

主办理车管业务需携带的材料并确定具体时间，避免预约

车辆线下扎堆。

此外，衢州公安交管部门引入检测智能辅助审核平台

和营运车辆达标核查系统，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

技术，加速检测数据审核时间，减少车主等待时间，更快取

得检验合格标志，并推进车检自控平台建设，将检测数据

通过短信或短消息方式实时推送至车主手机。

这项改革不仅服务了广大车主，也挤压了黄牛的生存

空间。衢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政委卢少祥介绍，预估

到今年年底，衢州全市13家机动车辆检测机构将全部完

成车辆检测“一件事”集成改革，全面推行机动车“交钥匙”

年检服务。

据悉，到明年7月，全省范围内都将实现“交钥匙”

年检。

缓解“进宫难”
还得靠加大文化供给

晁星

适逢“丹宸永固：紫禁城建成

六百年”大展，故宫近来“一票难

求”。媒体调查发现，网上有不少

黄牛做起了加价代抢故宫门票的

生意，还将不对外出售的展览“嘉

宾票”炒到了1800元/张。

近年来，600 岁的故宫越来越火，客流量居高不

下。碰上特展、假期以及下雪等特殊天气，门票更是

“秒空”。民众趋之若鹜，黄牛自然不放过商机，线上

线下代抢、代购好不热闹。此前，在一些二手交易平

台上，“紫禁城上元之夜”免费门票的价格一度炒到

5000元/张。而此番，一些人又盯上了官方送出的展

览“嘉宾票”，可谓无孔不入。对于网上衍生的各种

“买卖”，故宫方面已提醒游客切勿相信、以免受骗，而

这也说明“嘉宾票”等特殊门票的发放、审核应当更严

格，不能给转让炒卖、扰乱市场留下空间。

黄牛要严打，但“进宫难”背后的文化供需问题更

要好好审视。从《千里江山图》引发“故宫跑”，到海昏

侯墓出土文物展带来“首博热”，再到《国家宝藏》《我

在故宫修文物》等叫好又叫座，可以看出，随着生活越

来越好，人们的文化需求愈发强烈，高雅厚重的东西

不再曲高和寡，而是成了“香饽饽”。这虽是好事，但

时不时出现的“洛阳纸贵”现象，也反映出优秀文化产

品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问题。眼下各大文博场

所的展览虽多，但高品质、有厚度的依然偏少，这一问

题不解决，“抱着水缸喊渴”的矛盾就会始终存在。

“不创新，没有一家博物馆的大门能够开得下

去。”供需两端更好连接，创新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一

方面，传播方式要创新。就拿故宫来说，这些年做

APP、搞 H5、拍纪录片以及线上办展，让收藏在“禁

宫”里的文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了起来”，效

果有目共睹。对此，其他单位不妨学习借鉴，打出自

身知名度。另一方面，服务方式也要创新。比如进一

步增加开放面积与时间，以及在办大展时推出分发号

牌、分时段参观等措施，既合理限制人流，又给看展创

造相对舒适的环境。时刻保持与时俱进、服务大众的

姿态，传统文化才能更多“飞入寻常百姓家”。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对于北京

这座文化名城来说，文博场馆、文化资源数不胜数，

各方更需协力探索、推介更多好去处，满足市民、游

客的多元文化需求，这也远比某一个景点被挤爆更

有意义。

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廖超 刘梦婕

本报讯 在16岁之前，不爱学习的小天（化名）

生活中几乎只有吃喝玩乐、打架斗殴，是大人眼中的

“问题少年”。就在16岁那年，这个横行霸道的狂浪

少年栽了人生中的一个大跟头，却让他因缘际会地

进入了江山市检察院的“彩虹梦想培育基地”，从此

脱胎换骨、重获新生。

小天本是江山市某职高的学生。2018年，在其

他不良学生的怂恿下，他对同班同学实施了校园欺

凌。可没想到，这件事却被另一名不良学生当做把

柄，对他实施敲诈勒索。长时间被敲诈勒索，小天心

力交瘁。2019年，觉得生活无望的小天喝酒后准备

跳楼，幸亏被及时赶来的母亲救下。小天鼓起勇气

告诉母亲发生的一切，并在母亲的陪同下向公安机

关报案。最终，那名不良学生因犯敲诈勒索罪被判

处拘役5个月，而小天也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公安

机关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在仔细审查案件材料后，承办检察官认为小天

事后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认罪悔罪态度良好，

具备较好的帮教条件，决定对他作附条件不起诉决

定，并设定6个月的帮教考验期。

检察官了解到，小天在案发后离开了学校，跟着父

母打工，但他并不喜欢这份工作，对未来也十分迷茫。

“小天误入歧途，很大部分原因是受到身边不良朋友的

影响，父母也对他缺乏管教。若是没有良好的帮教环

境，他很可能会重新走回原来的路。”考虑到小天以后

的发展，检察官决定让他去彩虹梦想培育基地试一试。

彩虹梦想培育基地是江山市检察院与江山市四

宝乒乓球俱乐部于今年5月联合成立的未成年人临

界预防基地，无偿提供专业乒乓球职业技能培训，希

望通过集中封闭的学习环境、健康系统训练，解决罪

错未成年人因不擅自律学习生活、不能脱离不良交

际圈等导致的不良行为矫正难问题。

起初，小天并不愿意去，每周一次外出、手机管

制、辛苦训练……这些都让他望而却步。可是，真正

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小天的想法却有了翻

天覆地的转变。

“以前都是白天睡觉晚上通宵，在基地都要按时

起床吃饭睡觉，也不能玩手机、不能抽烟，每天早中

晚都有乒乓球训练，晚上还要看书，就跟军训一样。”

刚进入基地的第一个礼拜，小天经历了预想中的所

有不适应。每每想打退堂鼓，四宝乒乓球俱乐部创

始人马肖宏就会鼓励他坚持下去。

“训练挺辛苦的，但感觉很充实，就不会老是想

抽烟、玩手机。”小天说，他自己也没想到，坚持一段

时间之后，“竟然喜欢上了这种规律的生活”。6个月

的考验期结束，他不仅改掉了所有不良嗜好，还彻底

脱离了原先的不良朋友圈。因小天在帮教期内表现

良好，检察院最终对他作出了不起诉决定。

“一般只要能坚持一个礼拜，心理上就会有一些

变化。”对于小天这样的孩子，马肖宏已经非常有经

验。早在3年前，他跟儿子就成立了乒乓球俱乐部，

专门从学校接收一些不爱学习的问题少年，无偿提

供乒乓球技能培训，“如今跟检察院合作成立基地，

希望帮助更多迷惘少年”。

交完钥匙，28分钟后完成车辆年检

打了6个月乒乓球，“问题少年”脱胎换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