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州 市 交 通 委 员 会 负 责 人 日 前 指
出，随着单车的使用寿命到期(一般为两
三年)，未来可能出现大量的报废车辆难
以处理的问题。我国第一批共享单车
2015 年就已出现。按照一些地方规定

“连续使用 3 年即强制报废”来推算，从
明年起就将陆续迎来共享单车报废潮。
所以，广州交委的未雨绸缪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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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著名商业教育机构瑞士洛桑
国际管理学院发布的 《2017 年度世界
竞 争 力 报 告》 显 示 ， 在 细 分 项 “ 就
业”这个二级指标上，中国的表现在
全球 63 个主要经济体中名列首位。

毫无疑问，在拥有世界上最庞大
劳动力队伍的中国，取得这样的成绩
是难能可贵的。中国良好的就业表现
应该主要归功于稳定的经济增长与就
业优先战略的实施。经济增长是拉动
就业的最主要动力。尽管近些年中国
的经济增速出现一定的下滑，但目前
依然稳定在 7%左右，在全球属于经济
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而实施就业优
先战略，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确保了在经济结构转型和调整
过程中实现就业的基本稳定。

但是，当前中国就业的良好表现
更多地体现在数量的扩张方面。相比
较而言，就业质量不高的问题依然十
分突出，并已成为当前我国劳动力市
场的主要矛盾。换句话说，劳动者想
要找个工作并不难，但要找到一个好
工作却并不容易。

就业质量不高表现在多个方面。比
如工资水平不高，虽然近些年劳动者的
收入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总体而言仍处
于较低水平。社会保障覆盖面不全，保
障水平低，不少劳动者并不能享受到

“五险两金”的充分保护。就业稳定性

差，员工离职率高、频繁跳槽，不仅对
企业稳定生产经营不利，实际上对劳动
者本人也有负面影响。再有就是超时工
作现象普遍。根据2016年农民工监测报
告，日从业时间超过 8 小时的农民工占
64.4%，周从业时间超过 44 小时的农民
工占 78.4%。事实上，白领阶层加班现
象也同样十分突出，等等。

因 此 ， 在 当 前 就 业 表 现 总 体 良
好、失业率并不很高的情况下，应抓
住机遇，将重心放到努力提高劳动者
就业质量上面来。只有在就业的数量
与质量上同时着力，才能为劳动者提
供更多更好的就业岗位。

《环球时报》2017.7.8 文/李长安

7 月 3 日起，乘客在北京地铁的 8
个站点可以使用新型的一卡通多功能
机自助办理充值、退卡等业务。值得
一 提 的 是 ， 在 多 功 能 一 体 机 上 ， 微
信、支付宝都可以使用。市民仅需按
操作即可自助完成退卡，卡内余额及
押金将一并现场退还至支付宝或微信
账户中。

在北京，公交退卡是一个多年的
老大难。借助现今的移动支付技术，
退卡可谓易如反掌。早在两年多前，
上 海 就 在 地 铁 站 引 入 自 助 终 端 机 买

卡、退卡。其实，即便不依靠移动支
付技术，退卡也无需跑断腿。比如许
多年前，香港、台北的公交卡，就可
通过便利超市或地铁站轻松退卡。

这些年，北京的公共交通硬件建
设上日新月异，但与硬件高水准相对
应的是，公共交通的“软件”建设并
没有跟上，公交服务的人性化不足。
以“退卡难”为例，记得之前，公交
部门在面对民怨时一度感到委屈，当
时有公交负责人就解释说，市民们退
卡 时 多 集 中 于 一 些 交 通 枢 纽 的 退 卡

点，与此同时，银行、邮储等退卡网
点相对业务量很少。可是，选择交通
枢纽站退卡，民众不过是图个便利，
这有什么错？

借助移动支付，相信公交“退卡
难”会逐渐淡出我们的记忆。可要改
变“退卡难”背后公交服务旧思维，
恐怕没那么容易。

所以，公交部门需要引入的，不
简单是移动支付的互联网技术，而是
这种技术所代表的互联网精神——重
视用户体验，以用户为中心的精神。
由此观之，退卡固然方便了，那么，
同样饱受诟病的公交卡押金，是不是
也该到取消的时候了？

《新京报》2017.7.4 文/于平

地铁里、公交上，年轻人低着头一刻不停
盯着手上的方寸屏幕，手指紧张参加“战斗”；
一桌朋友吃饭，等菜的间隙，不约而同掏出手
机，“见缝插针”玩上一局；刚放暑假的小学
生，半夜“偷”过来父母的手机，打到双眼通
红……媒体描述的一幕幕场景绝非夸张，它们
都与一个叫《王者荣耀》的手游有关。

对于制作人和运营企业来说，《王者荣
耀》 大获成功。问题是，“汝之蜜糖，彼之
砒霜”，当看到“ （孩子） 因玩游戏被父亲
教训后跳楼、为买装备盗刷 10 万余元、狂
打 40 小时后诱发脑梗死险些丧命”的新
闻，有几人不会痛心？

数据显示，《王者荣耀》 的累计注册用
户已超 2 亿，日活跃用户 8000 余万，今年
一季度营收多达 60 亿元，从而成为全球收
入最高的游戏。一定程度上说，赚钱越
多，危害越大，有多少孩子耽误了学业？
有多少成年人开始游戏人生？因玩游戏而
生发悲剧，难免让人感叹：这是王者，还
是亡者？这是荣耀，还是毒药？

一些手游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们取
悦于用户，布下温柔陷阱，用户一旦沾染
便难脱身，形同吸毒。当很多用户被手游
全面渗入生活，尤其是未成年人沉溺网
游，家长该警惕了，开发者该反思了，职
能部门该行动了。

重压之下，相关游戏开发者挥出“三
板斧”：限制未成年人每天登录时长、升级
成长守护平台、强化实名认证体系。但据
报道，该防沉迷系统上线首日即遭技术破
解，“解除防沉迷”的方法就是把未成年人
身份证信息替换为成年人的身份证信息。
请问，问题出在哪里？

今年 5 月 1 日起施行的 《文化部关于规
范网络游戏运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的通
知》明确规定，网络游戏运营企业采取随机
抽取方式提供虚拟道具和增值服务的，不得
要求用户以直接投入法定货币或者网络游戏
虚拟货币的方式参与。但一些手游企业依然
推行抽奖游戏，变相诱惑用户沉浸其中。

有人认为，手游企业应该弱化手游的
沉迷功能，其实手游企业所做的一切都是
增加手游的“魅力”，最大目的就是强化手
游的沉迷功能，用户越不能自拔越成功。

手游不能变成电子毒品，这是底线，
遏制手游危害，需要多方联手，从立法、
执法，到终端、游戏的生产开发，再到家
长和学校，都要一起努力。

《北京青年报》2017.7.7 文/王石川

在济南，拥堵早已成为困扰市民的痼疾。但不少市民看到汽车还是希望
“买买买”，出门自然也是“堵堵堵”。据统计，山东济南市上半年新增近 15
万辆机动车，照此速度，再有一个多月，济南机动车保有量就将突破 200 万
辆，城市可能陷入“瘫痪式拥堵”。

以笔者之见，国内的城市，至少有两点貌似是高度接近的。一是城市面貌，
宽阔的马路、壮丽的广场、外形差不多的高楼，“千城一面”；再就是堵车。

而从各地政府每年开列出的政务清单看，治堵也是一项急务、要务，但
似乎也没有哪个城市取得了明显效果。

堵车的原因很复杂，若把城市“堵堵堵”的原因归结为老百姓的“买买
买”，很难让人信服。

其一，当初政府为了发展汽车工业、鼓励民众买车的时候，有没有测算过
城市道路的承载力？现在老百姓的购买力上来了，此前政策的前瞻性在哪里？

其二，很多人买车是出于“不得已”，因为公共交通不方便，不足以满
足其出行需求，老百姓只好买车。

其三，在拥堵成为常态的语境下，当下城市的交通管理也亟待转型。
说到底，城市的拥堵，根本上还在于公共资源配置的失衡。为什么济南

会成为山东的“首堵”？很简单，济南聚集了全省最重要的政商资源，政府
部门、企业总部等多在这里；此外，诸如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社会
公共资源，此间相对也比别处更充分、更优质。别的不说，山东省老百姓
看病，除了北京上海，济南应该是首选，能不来吗？能不堵吗？

眼下，北京都开始疏解非首都功能了，各地理应有所行动。既然大家都
有改革的共识，那就不妨来一些真刀真枪的改革行动。

《中国青年报》2017.7.6 文/胡印斌

共享单车报废会涉及很多问题。比
如，有的地方政策规定了强制报废期，但
究竟哪些单车到了报废期，谁来确认；再
比如，到底是靠平台自觉执行单车强制报
废规定，还是有关方面监督平台执行？又
比如，问题单车一般很分散，怎么回收、
回收后如何处理，都是棘手的问题。

有数据显示，2017 年共享单车预计
投放总量可能近 2000 万辆，这些单车报
废后将会产生近 30 万吨废金属。但由于
回收价格比较低，据说回收业者都不愿
回收。于是，已经报废的共享单车被胡
乱堆放一起，形成一座座“钢铁垃圾
山”，占用空间，污染环境。

关于共享单车的报废问题，交通部发布
的《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
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中似乎没有涉
及，而一些城市的地方规定则比较模糊。

从企业方面来看，目前只有摩拜单
车 5 月份宣布与中国再生资源开发公司
合作，尝试共享单车的“全生命周期管
理”，探索共享单车批量化、无害化和
资源再生化的处理方案。

无 论 是 交 通 部 最 终 出 台 的 指 导 意
见，还是“地方版”共享单车新规，都
应该明确，平台企业是淘汰、报废不合
乎安全标准共享单车的主体，并明确具
体监管监督主体。

此前，某倒闭的共享单车企业负责
人就声称，九成单车丢失了。不排除

“丢失”成为企业不履行责任的借口，
对此，要用制度来预防，对不履行责任
的企业要有罚则。

《新华每日电讯》2017.7.6 文/冯海宁

近日，途经陕西榆林市建业大道
高新完全中学路口的司机遇到了两处
3D 斑 马 线 。 通 过 黑 白 灰 三 种 色 块 的
搭配，这种斑马线呈现出立体效果。
不 少 驾 驶 员 表 示 ， 3D 斑 马 线 的 设 置
会 让 驾 驶 员 以 为 遇 到 了 “ 障 碍 物 ”，
会自动减速行驶。但也有司机认为，
3D 斑 马 线 容 易 使 人 产 生 错 觉 ， 造 成
追尾等交通事故。

据称这种“立体效果”，可以强化
车辆的减停意识，防止因视觉疲劳带
来的交通肇事。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如果视觉疲劳，最好还是恢复以后再
开，“立体效果”只不过暂时刺激一下
神经，不可能消除疲劳。实际上，现
在斑马线上撞人事故频出，活生生的
行人，更有“立体效果”吧，何以就
没有能够“防止因视觉疲劳带来的交
通肇事”？

至于“立体效果”可以强化车辆的
减停意识，更不靠谱。我国 《道路交
通安全法》 第四十七条中明确规定：

“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
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
停车让行。”如果缺乏敬畏法律的意

识，不要说立体斑马线，就是画个老
虎，也未必有威慑力。

有司机认为，3D 斑马线容易使人
产生错觉，“如果正在行驶途中突然看
到前方有‘障碍物’，驾驶员会本能地
及时刹车，也容易造成追尾等交通事
故。”

问题还在于，斑马线主要是方便行
人行走的。平面的斑马线条人们早已
习惯，出于一种心理暗示，虽是虚拟
的“立体”，但会视作实际的障碍，这
未免要让行人行走时抬高脚步“跨越
障碍”，不仅不便，还必然影响快速通
过，因此埋下安全隐患，有悖斑马线

“以人为本”的初衷。
《北京晨报》2017.7.5 文/钱夙伟

就业表现应由量向质转变

移动支付助阵破解“退卡难”

城市的“堵”与百姓的“买”

共享单车报废后咋办

当《王者荣耀》令社会心焦

当心“3D斑马线”的安全隐患

谁来解套温柔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