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27日晚，长沙市德雅路砚瓦池横街，申师傅在外面忙完一天，推着
电动车回到租住的小屋。 记者 田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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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整治电动车“月度微观察”

两个人的电动车
50万人的纠结事

【他们】

他，长沙50万电动车车主中的一员；她，长沙一中等超市的店长。他们
都来自邵阳，原本陌生，就像两条平行线，但因为电动车，他们有了交集。

9月27日，长沙整治电动车已近一月。本月1日起，长沙电动车纳入机
动车管理，他和她的生活被改变，他们也渐行渐远。

9月1日早上7点，申群水将电动车从客
厅中推出来，准备开始一天的活计。位于徳
雅路的一条小巷子，上坡，绕进去四个拐弯
口，一栋矮小的老式房子里，住着他的一家
四口：46岁的老婆李翠英、8岁的儿子申彬
浩和两岁的小孙子。孩子们都还在熟睡。申
群水轻轻关上了门。

东风路上， 像往常一样， 依旧是人挤
车，车挤人。但他突然发现，平日里一起拉

客的伙计们几乎没了踪影，路上每隔500米
就有一个戴红帽子、拿着红旗的志愿者。

这时， 同是以拉客为生的彭哥窜到他
身边，撇下一句：“老申，注意，交警来了。”
申从博物馆公交站的后面溜了下去， 及时
避过了交警的视线。

交警走远后， 后面传来一个熟悉的女
孩声音：“嘿，走不？”这是他的常客，20岁的
唐明珠。她斜着身子坐上了电动车。

住在中南汽车世界的唐明珠每天坐40
分钟的136路到博物馆站转704路。可是，东
风路上天天堵车，从小就晕车的她每天花5
块钱坐电动车到超市上班，比公交车贵3块
钱，快15分钟。

时间长了， 两人都高兴地发现彼此是
老乡。

申来自邵阳隆回，唐来自邵阳武冈。只
是申来自农村，唐长在县城。

唐明珠武冈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深
圳的一家私立幼儿园。

“深圳的环境太压抑， 我喜欢自由一点
儿的生活。” 一年后， 她离开深圳来到了长
沙。当然，更因为她认识了一个长沙男孩。

因为有了两个人扶持， 她换过几份工
作之后， 终于决定先在蔡锷路的一个中等
超市当店长：“先依托公司积累经验， 以后
两人自己单独开店。”

1995年， 在隆回老家种地的申群
水来到了长沙。“老家的田在山坡上，缺
水，养不活一家子，想出来填饱肚子。”

他干过保安，在工地上做过小工，
搞过装修。 刚开始每天工资10块钱，
除了吃饭3块，还可以赚7块，

2000年，老申回老家盖了一栋简
单的房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要是
以后在城里干不下去了，回去会有个
落脚的地儿。

可是，他始终没有在这个城市落
下脚来。

2009年5月，长沙开始全面禁摩，
电动车载客随之兴起， 一直在“讨生
活”的他开始蠢蠢欲动。当年7月，装修
工申群水赶在上牌截止日期前办了牌

照———那时他是一个遵守长沙官方规
约的人。 但一年零四个月以后， 花了
3080元买的电动车被偷了，随之消失
的还有那张珍贵的牌照。 按长沙市的
要求，2009年9月30日后，未完成登记
备案的电动车将不再发放牌照了。

市场上允许卖电动车，交警却不
再允许上牌， 自己的牌照又被偷了。
申不知道如何去平衡这个矛盾。

而此时，老婆已经带着小孙子来
到长沙，小儿子正在东风路小学上二
年级。 当晚，51岁的申群水在出租屋
门口抽了一晚上的烟。

最后，他不得不又花了3380元买
了一台电动车。

（下转A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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