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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约车涨价需要一本明白账

□刘晓丽

“实习期没满就离职，踏入职场不到半
年就换工作，工作不顺拔腿就走……”一些
招聘网站近期发布的职场“闪辞”调查数据
显示，超过三成的应届生在入职两个月后辞
职，一线城市应届生“闪辞”占比超五成。
其中，餐饮、文娱、医药、销售等入职门槛
低、工作量大的行业是“闪辞”重灾区。（人
民网）

在“最难就业年”舆论语境下，“先就业，再
择业”成为毕业生们找工作的信条。然而，“一
份工作”与“一份理想的工作”毕竟还存在差
距，薪水达不到预期、工作太累、人际关系处理
不好、感觉没有发展空间等，每一条都能成为
职场新人们“一言不合就辞职”的理由。

在笔者看来，毕业生“闪辞”有着更深层次
的原因。一是在校学习的理论知识跟不上工
作岗位的实践需求，工作中容易产生挫折感；
二是成长于更加宽容和优越的社会环境中的
现代年轻人，个性自由，就业之前从不为生活
忧心，一旦独自面对骨感的现实，极易产生巨
大的心理落差；三是将投靠父母作为后盾，为
他们“闪辞”增添了底气。

许多人对此现象持宽容态度，认为毕业生
多尝试才能找到理想的工作，这话有一定的道
理。人才流动是正常的社会现象，然而，健康
的流动应发生在职业发展遭遇“天花板”，个人
能力超出岗位需求又无法获得更好的发展空
间时，而不是一遭遇困难就撂挑子。

要深入了解一个行业并站稳脚跟，至少需
要两到三年的时间，不论是从安身立命、扶养
家人的角度，还是体现个人价值、实现社会价
值的角度，频繁“闪辞”都不是理性的选择。

从职业选择上，“闪辞”一定程度上也和盲
目就业有关。毕业生在踏出校门之前，就应对
未来的职业生涯有所规划，并充分考虑自身所
长，补齐短板，避免出现一只脚已经踏入职场
却还在不断找定位的尴尬状况。

从经验积累上，反复“闪辞”将导致毕业生
长期处于试用期，不利于职业经验的积累。

从个人职业信用上，近年来，已有部分企
业将“闪辞”列为职业失信行为之一，频繁跳槽
将对未来的就业产生负面影响。

职业有理想、思想有主见、生活有追求并
没有错，难得的是如何一步一个脚印去实现
它。在初入职场的阵痛期，毕业生要着眼长
远，用心选择职业、学会从小事中看到进步，从
坚持中收获成长。

□叶 健

网约车新政策发布一个多月来，很多乘
客发现，网约车价格开始逐步攀升，一些网
约车司机也抱怨，网约车平台的补贴逐步下
降。滴滴方面表示，调价目的是为了合理实
现成本分摊，鼓励用户共享出行。（详见今日
本报03版）

拿到“准生证”的网约车涨价并非全无
合理性，但涨价也需要拿出一本明白账。

新政策赋予网约车平台以充分的定价
权，要求“网约车平台公司不得妨碍市场公
平竞争”，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运营扰乱
正常市场秩序”。

对目前网约车价格上涨，要从硬币的两
面来看。一面是取得“准生证”之后，网约

车的法律成本有所上升。为达到新政策对司
机资质、车辆资质、平台资质、运营和税收
等诸多细节作出的规范性要求，网约车平台
适度上调价格也在情理之中。

另一面，滴滴和优步合并之后，双方的
补贴都有所减少，价格上涨明显，而其他网
约车平台诸如易到用车、神州专车等平台也
纷纷跟涨。不排除居于行业垄断地位的龙头
企业对涨价的引领作用开始显现。这样的涨
价明显侵犯了消费者权益。

新政策给予网约车平台以充分定价权，
并不意味着允许其任性提价，网约车价格形
成机制必须公开透明。

实际上，目前的网约车价格形成机制，
除了网约车平台外，其他相关利益方，包括
司机、乘客、监管机构都是一头雾水。比如
高峰时期涨价若干倍，这般设置理从何来？

网约车价格一月数变，这种调幅又为哪般？
目前平台仅以供需、成本等概念一带而过，
难以让人信服。

目前，网约车平台做到了“明码标价”，
却未做到透明定价。实际上，网约车新政策
也规定了“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合理确定网
约车运价”，所谓“合理”并非“存在即合
理”，至少应该包含相当的透明度，而不应闭
门定价，否则“合理”二字无从落实。

无论此前网约车平台纷纷“烧钱圈地”，
还是龙头企业可能借助垄断地位领涨，均与
网约车新政策精神相左，不利于维护市场公
平竞争。

网约车相关监管部门，尤其是价格主管
部门也应顺应市场变化和消费者诉求，主动
作为，对网约车定价实施符合新政策精神和
市场规律的有效监管。

□程赤兵

北京房山周口店镇怪石山十余处涂鸦
事件，现在算是告一段落。涂鸦者陈志
成向景区道歉，并且积极到景区将自己的
涂鸦“深度清理”，已经获得了景区的原
谅，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他们不会再对个
人追责。（详见昨日本报14版）

对于公众来说，这样的结束方式显然
是“不过瘾”的。根据报道，陈志成这次
涂鸦的十几处地方，都是重点景观、标志
性的石头、人气景点，而且使用的涂鸦材
料“渗透性极强”，很难处理。

换句话说，陈志成涂鸦事件情节可以
认为是严重，造成的景观损伤也可能是永
久性的。

陈志成获取当事景区、村镇的原谅，
并不意味着此事已经真正的完结，更多问
题依旧摆在人们面前。

可以看出，这次出问题的怪石山景区
虽然有人巡视，但依旧被陈志成抓住了空
子，在巡视间隙完成了涂鸦。

有此教训，这类景区今后的管理想必
会加强，但仅靠人力，依旧难免挂一漏
万。所以，引入一些现代化手段，对一些
重点地段、景观进行监控，也十分必要。

应该看到，一些监管疏漏在很多景区
都存在着，也是造成景区被破坏的主要原
因。

例如，近日媒体报道的云南抚仙湖饮
用水源地，有游客在洗澡、洗车，可以随
意下水玩耍，丢弃垃圾，破坏隔离护栏，
这明显是管理不到位造成的问题。

我国的自然、人文景观很多，但并不
是每一个景点，都有充足的能力去开发、
保护、管理，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该急于
兑现，将其转化为“经济效益”，如何建
立一个开发许可的门槛？这方面急需研
究。

当然，根据旅游部门的相关规定，陈
志成因涂鸦被列入黑名单，几乎是无可争
议的事情。不过，黑名单期限有限，也并
非对所有人都有威慑力。

因此，对于破坏景区、造成损失的行
为，还应该依据法律条文来追究责任。

怎样才能杜绝“景点涂鸦”

□舒圣祥

中秋节过去了，雄踞各大商场和超市
货架许久的月饼也在一夕之间下架。不少
市民疑惑，没有卖出去的月饼厂家会如何
处理？卖剩下的月饼去哪了？类似的媒体
追问，几乎年年中秋节后都会有，已然成
为“保留节目”。（详见昨日本报14版）

因为月饼是典型的“应季”食品，正
规企业一般都会按需求按订单生产，剩余
月饼大体不会太多。数量不多的节后月
饼，一般会有这样几个出路：一是大力度
打折促销，能卖一点是一点；二是发给内
部员工当福利；三是以更低价格转售农村
地区；四是将馅料重新制作成其他糕点；
五是打碎作为养殖饲料出售。其中，最有
可能出问题的，一是转售农村地区，二是
加工制作其他糕点。

禁止使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用于生产
各类食品，或者经过改换包装等方式以其
他形式进行销售，这是国家质检总局的明
确规定。与此同时，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应
当建立回收食品登记销毁制度，并定期向
当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报告回收食品的登

记和销毁情况。根据这一规定，节后月饼
如果被生产企业回收，应该只有登记销毁
一个出路。而且，各地质监部门应该掌握
企业相关销毁数据，可以定期向社会公布。

很可惜，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似乎还
没有见到过质监部门公布关于节后月饼的
销毁数据。相关部门主要仍是在中秋前夕
对月饼进行执法监督，对退市月饼流向的
监控，很多地方仍是一片空白。众所周
知，光靠生产企业的自律和道德觉悟，是
不能形成有效制约的，对月饼商贩自然更
是如此。既然公众一直忧虑节后月饼的去
向问题，相关部门就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表
态，监管的声音不能始终缺席。

在大数据时代，要搞清楚中秋节后月
饼都去哪儿了，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
情：超市卖场进货和售货肯定都有数据，
节后给厂家退货也应该有数据，厂家登记
销毁回收月饼更应该有数据，销毁后的月
饼如果作为养殖饲料出售同样有数据。对
剩余月饼的处理建立起有效的处理机制，
从而保障公众“舌尖上的安全”，执法监
督不能只是泛泛而谈，需要建立在清晰的
大数据基础之上，让公众能够看得明明白
白。

近日，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两名旅
客因误机与值机人员发生冲突，直接闯入
机场控制区，冲到飞机前阻拦飞机出港，
逼迫机组开舱门。女性旅客称不让她登机
飞机就别想走。随后机场警方将其带走。
据了解，两人系夫妻关系，因扰乱机场秩
序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5天。（新华网）

【点评】
@将54321：如此“维权”，还是不要

的好。
@我在北京等你：胆子也忒大了吧？

9月17日下午，在郑州市艺术中心广
场，来自全国各地的豫剧唐派传人和戏曲爱
好者432人会聚在河南艺术中心文化广场，
彩扮演唱豫剧古典名剧、唐派代表剧目《三
哭殿》中的经典唱段，创造了豫剧最多人数
身穿龙袍同唱一个戏曲唱段的吉尼斯世界纪
录。（大河网）

【点评】
@齐天大圣：就知道搞人海战术。
@石头：个人感觉还不错。
@来自星星的你：当时我就在现场，我

也是见证者。

至今，在广东深圳龙岗区南湾街道，
100多栋外墙红砖裸露的烂尾别墅耸立在居
民生活区旁。这些别墅为1992年开工建
设，所占土地为南岭村社区集体土地。面积
约3万平方米，没有一栋建设完成。（人民
网）

【点评】
@新城美美摄影：这样的结果谁造成

的？为什么能撑到现在？好好查查？
@青青河边草：深圳还有空置烂尾楼？

真是浪费啊！

毕业生“闪辞”
应 多 些 理 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