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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万象

北 京

滴滴发布最新整改方案

顺风车业务继续无限期下线

12 月 18 日早上 8 点 10 分，在长沙
人民路口南站，一名穿羽绒服的女子抱
着一只宠物狗上了一辆 809 路公交车。
司机多次要求其下车无果后，将车停在
路边，拒绝继续往前开。

因为事发时正是上班高峰，抱狗上
车的女子遭到全车人的谴责。多名乘客
表示，“急死了，我们都要上班”，有乘
客责怪其没有公德心，有乘客报警，还
有乘客表示，可以凑两块钱，让她坐下
一趟车，但都无法劝说该女子下车，最
后全车乘客下车换乘。

在监控视频中，记者看到，多名乘
客要求这名女子下车。但女子抱怨刚上
车时司机并没有阻拦她，自己已经投
币，所以拒绝下车。

随后，记者从809路公交车所属公
交公司了解到，根据长沙公交车规定，
上车不能携带宠物是硬性规定，特别是
没有戴嘴套，也没有关进笼子，具有一
定危险性的宠物狗。 晚综

女子带宠物狗坐公交
司机劝说无果拒开车

一男子偷 17 部手机
14部模型3部不能用

日前，江苏张家港一男子董某，因
涉嫌盗窃网吧电脑，被取保候审。但他
不甘心就此被束缚，一直想玩票大的。
于是违反保释条例，潜往常州，并于夜
里在钟楼区某手机城盗得手机 17 部、
电脑1台。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由于偷窃时光
线较暗，董某根本没有细看，只顾着闷
头作案。民警事后发现，董某偷来的手
机中，14部是模型机，3部是损坏机，
就连那台电脑也是客人送来维修的，无
法正常使用。 晚综

北京的慈女士早年离家出走，其夫
向法院申请宣告其死亡，法院于 2000
年作出宣告慈女士死亡的判决。现慈女
士重新出现，认为经法院作出的宣告其
死亡判决应被撤销，慈女士遂诉至法
院，请求撤销对其死亡宣告判决。日
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案。

慈女士诉称，因与家人感情不和，
她于 1987 年离家出走，1995 年其夫到
东升派出所报案，后向法院申请宣告其
死亡。法院经过公告，于 2000 年作出
宣告慈女士死亡判决。现被宣告死亡人
慈女士重新出现，需要撤销相关部门死
亡登记办理相关事宜，故诉至法院，请
求撤销 2000 年对其作出的宣告死亡判
决。 晚综

“亡者”多年后归来
请求撤销死亡宣告

以老带新、升级课程、缩减课时……

校外培训机构“花式涨价”没商量

江 苏

湖 南

12月18日，滴滴发布最新安全整改
情况，称将从7个方面27项措施全面落
实整改，呼吁各界共同探索网约车安全
标准。在未完成隐患整改前，将继续无
限期下线顺风车业务。同时，将采取技
术措施审核人车一致性，坚决打击人车
不符。

滴滴称将全面推进合规工作

11 月 28 日，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
监管部际联席会议检查组关于安全专项
检查工作的有关通报，要求多家网约车
公司对存在安全隐患的产品进行整改。

12 月 18 日，滴滴发布最新整改方
案，称将从7个方面27项措施全面落实
整改，全面推进合规工作，共同探索网
约车安全标准。

滴滴称会严格按照主管部门和联合
检查组要求，根据各地网约车实施细则
对车辆轴距、排量、车价等不同要求，
制定分城市、分阶段合规目标，引导司

机办理人证车证，克服困难加快办理平
台证，全面落实合规工作。具体来说，
滴滴将强化派单合规性引导，逐步减少
对不合规人员和车辆派单，直至停止。
但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在部分地区影响出
行体验，也恳请广大用户能够谅解。

顺风车业务将无限期下线

顺风车业务于8月27日下线，在未
完成隐患整改前将继续无限期下线顺风
车业务。

同时，下线整改中的顺风车已去除
社交功能，禁止合乘双方自主编辑内容
评价对方，评价行程满意程度仅与出行
行为相关，不向第三方展示，依法保护
用户隐私。

此外，建立并加强出行类新产品的
安全评估制度，邀请安全和法律等相关
专家对新产品进行风险评估和论证，主
动接受相关部门的建议和指导。对存在
风险漏洞的新业务和产品，在隐患未消

除前不上线运营。

坚决打击人车不符

同时，滴滴表示，将和管理部门展
开合作，动态核查平台司机和车辆信
息，定期核查人车资质状况，加强风险
防控；通过人脸识别、客服回访及线下
核验等手段，加强线上线下人车一致性
审查，坚决打击人车不符。

在技术手段上，滴滴将通过大数据
分析和机器学习，加强车辆动态风险预
警，发现路线偏移、异常停留、频繁取
消等异常情况及时介入干预。同时，将
持续开发和优化各项安全保护功能，通
过已上线的一键报警、紧急联系人、行
程分享、录音录像等安全功能和安全须
知。对乘客进行安全乘车宣传提示，如
建议未成年人由监护人陪同乘车，建议
女性用户夜间乘车将行程分享给亲友、
设置紧急联系人、落坐后排系好安全带
等。 据《北京青年报》

记者近日在广州、武汉等地调查发
现，今年9月开学以来，校外培训机构
都有不同程度的涨价，特别是一些大型
知名培训机构，不仅规模在不断扩大，
而且涨价也“没商量”；升学压力下，
不仅孩子们课外负担没有减轻，而且家
长们的经济负担还在加重。

机构涨价花样翻新

一些全国性或本地的大型培训机
构，涨价幅度从 10%~30%不等。记者
在广州、武汉等地调查发现，广州新东
方平均涨幅接近20%，武汉学而思初中
课程从每节课160元涨到200元，一家
武汉本地英语培训机构一节课从150元
涨到170元，30节课起报。

培训机构各有一些涨价模式，部分
采取了老生价、新生价、以老带新价等
涨价策略。比如，老生续报，可以保持
原价，新生报名则采取上调的新价格；
如果新生介绍朋友一起报名，则可以共
同享受优惠；如果老生带新生报名，则
新老一起享受优惠。

有的通过改变课程包装或者升级课
程来涨价。例如，以前 3000 元的课程
现在涨到4000元，老学员需要增加500
元才能享受，他们不但不会排斥反而觉
得自己赚了。还有的机构表面价格没
变，却悄然减少了课时，变向涨价。

广州市民彭女士说，家长对涨价完
全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要么不上，上
就只能被动地接受，几乎没有家长因为
涨价而退出培训班的，毕竟是“刚需”。

各有各的涨价理由

关于涨价理由，机构给出的说法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物价上涨，场地成本增高。广
州新东方相关负责人说，为了保障课程
完成，他们选择了提高价格，不同地
区、时段、老师、科目课程价格可能都

不一样。他说：“涨价其实是必然的，
店租年年增长，场地成本上升是最大的
原因。”

——师资成本上扬。由于今年整治
规范力度加大，一些机构都有不同程度
的教师流失。记者发现，今年机构之间

“挖老师”的现象比较明显，有的机构
花两三倍的重金从竞争对手那里“挖老
师”，师资流失的机构也需要增加课酬
等待遇来稳定现有教师队伍，再加上教
师的招聘、培训产生的成本等，最终都
会反映在学费上。

——流动资金减少。今年出台的
《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
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一次性收取时
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上海一家教
育科技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导致
一些培训机构流动资金减少。过去培训
机构往往一次性收取半年、一年甚至三
年的学费，现在不允许跨年收费了，只
能靠涨价来维持经营。

——研发费用提高。各大培训机构
都提到了研发费用投入加大，比如研究
试题、教学方法等。学而思相关负责人
表示，由于新规要求培训机构不能超纲
教学，为了降低难度，学而思目前结合

科技元素，升级趣味课堂，增加了提供
给学员的教具，这都增加了成本。

价格应由市场调节还是政府定价

广州在2018年5月份摸排校外培训
机构6000余所，排查中小学校1200多
所，统计参加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近
26万人，相当于每5到6名中小学生中
就有1名在上校外培训班。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研
究员李书娟说：“学生面临的升学压力
依旧，对校外辅导的需求仍然很大。不
少培训机构面临整改不能营业，新培训
机构进入门槛又提高了，导致市场上提
供的培训服务减少，价格自然上涨。”

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义
务教育阶段不得设立营利性的民办学
校。但并未把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纳入
其规范范畴。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高永
安说，大多数校外培训机构以盈利为目
的、公司化运作，势必会以市场机制调
节收费。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副研究员高政认
为，非学历教育的培训收费一直以来作
为一个市场行为，无需物价部门审批，
但在少数培训机构处于垄断地位的情况
下，无审批的定价行为很容易虚高，存
在价格扭曲。

就现在的市场行情来说，校外培训
费用对大部分家庭都形成了负担，不仅
是经济上的付出，时间成本也很高。湖
北阳光教育研究院院长叶显发建议，培
训市场仍然需要规范化，一是引入更多
的良性竞争以及服务方式多样化；二是
对培训机构培训科目、班额、学生数
量、学费多少等都要作出适当的规定；
三是对少数大型培训机构进行反垄断调
查，教育培训这一涉及民生和意识形态
的工作不能作为纯市场交易行为；四是
对培训机构的整治要形成长效机制，有
专门的执法队伍，不能靠运动式治理。

据新华社

涨价啦

以老带新

升级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