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随着共享单车的普及，市民出

行“最后一公里”有了解决方案，这种绿色低

碳 便 捷 的 出 行 方 式 得 到 了 广 大 市 民 的 喜

爱。街头五颜六色的共享单车越来越多，为

了维护城市交通秩序、提升市容市貌，一些

地方推出“定点还车”模式：规划好停车点，

借助定位及相关技术手段形成“电子围栏”，

共享单车须停入规划的停车点位才能结束

订单；若在停车点外关锁还车，则会额外收

取调度费。

“定点还车”模式解决了大量共享单车

无序停放的问题，引导消费者规范停放车

辆，也让找车、用车更加方便。不过，有不少

读者反映，在“定点还车”模式下，共享单车

“停车难”的问题较为突出：找不到停车点、

找到后无法还车、停车点已满只能骑到远处

继续找……这些也成为共享单车出行的新

痛点。

“手机软件里停车点显示挺清晰，但实

际使用中却很难找到。”有一次张女士和朋

友约在商场吃饭，商场周边好几个停车点都

显示无法停车，一来二去花了快半个小时。

“共享单车 APP 里的地图太难用了，对着地

图琢磨了半天，还不如自己一个个试过去。”

张女士说。

针对用户找不到停车点的情况，一家共

享单车企业表示，目前正在通过优化线上

APP 的路线指引功能、在线下热点点位设置

专人引导等方式，帮助用户更快找到停车

点。不过，记者向一些使用共享单车频次较

高的消费者咨询后得到反馈，线上 APP 的

路线指引功能有时卡顿较为明显，在使用习

惯上他们还是更倾向于用专业地图软件导

航，到达目的地后再寻找停车点。

“有时候明明已经到了停车点，白线里

停着一排同样品牌的共享单车，可自己的车

却显示不在停车点，怎么都停不了。”云南昆

明市读者李女士表示，有时候找了三四个停

车点都无法停车，共享单车的便利被停车难

抵消了。“后来，我在网上看到别人介绍，遇

到这种情况就在 APP 上反馈车辆故障无法

关锁，这样也能把车停下来。不过，车子没

停在规定区域内，心里总有点不踏实，怕被

继续扣费，也怕被拉入黑名单。”李女士说。

据业内人士介绍，这种现象称为“定位

漂移”，由于定位存在一定偏差，或者部分区

域信号较弱、被干扰，系统对车辆的定位出

现偏移，明明在停车点上，定位却显示还差

几米，导致无法还车。

“有时候早晚高峰骑车上下班，到目的

地时发现停车点早已车满为患。如果不想

交调度费，只能骑着车找远一些的停车点，

时间久了可能还会多扣单车使用费。”上海

市读者张先生表示，“最远一次我停到了快

2 公里开外的停车点，再自己走回来。有

些人还会把车在停车区内堆叠起来，然后

落锁。”

另一家共享单车企业表示，出现这种

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调度不及时和停车区域

限制，早晚高峰可能会有短时间单车大量

堆积的情况，一般会在早晚高峰用车量较

大的点位区域增加人力运力，在高峰结束

前做好清淤调度工作。此外，停车点的设

置除了方便单车用户，还需考虑道路资源，

对一些人行道或非机动车道狭窄、道路空

间不适宜停放的区域和路段，需要综合考

量道路交通效率和所有交通方式参与者的

体验，企业须在政府主管部门监督指导下

设置停车点。

“共享单车治理需要政企共同参与，提

升共享单车服务市民的水平。”业内人士建

议，相关部门应根据城市空间承载能力、停

放设施资源、公众出行需求等制定投放计

划，引导企业合理有序投放车辆；具备条件

的大中城市可制定适合本地特点的自行车

停放区设置技术指导标准，规范共享单车

停车点位设置。此外，平台企业应充分利

用新技术，进一步落实主体责任，加强运营

维护。

停车点不好找，找到后无法还车

共享单车停车有点难
本报记者 沈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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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前 ，有 不 少 主 播 发 布 餐 饮 店“ 探 店 ”类 视 频 ，向 观 众 介 绍

菜品和用餐环境。这类视频采用消费者视角，临场感强，受到

许多人青睐，但也滋生出一些乱象：有的主播夸大其词，过分美

化商家产品，成为一种变相的虚假好评；有些主播以好评为条

件，要求商家免单。

建议视频平台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对进行虚假宣传、炒作的

“探店”主播，采取限流、警告等措施予以处罚。如果是主播收取

推介费后发布的视频，应在显著位置标明“广告”或“推广”。相关

部门应加强监管，细化监管措施，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发现

和依法查处违法违规的“探店”行为。商家和“探店”主播也要认

识到，真实可信才是此类视频得到认可、广泛传播的基础，并加强

自律。

山东临沂市 范 创

“探店”类视频需加强监管

■身边事R

随着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道路改造、通信线路、路灯照明、

园林绿化等民生基建项目不断增多。但在推进中，项目缺乏整

体统筹和系统规划等问题也比较突出，比如一些民生项目缺乏

统筹规划、全盘布局，往往由于多头管理、各自为政，导致道路

“挖了修，修了挖”等现象频发，造成资源浪费的同时，也给群众

生活带来不便。

应坚持前瞻思考、统筹兼顾，建立健全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协

调机制，打通信息壁垒，实现资源共享，形成工作合力。进一步

强化对城市基础设施布局的规划引领，着眼长远，对各类项目的

开工、分配、拨款、管理进行合理统筹，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与

此同时，提升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精细化水平，把民生工程

办到老百姓心坎上。

上海嘉定区 吴 豪

统筹规划城市民生基建

■百姓关注R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建材路警苑小区许多居民楼顶违规搭

建了彩钢板房（见下图）。彩钢板房如果材料不过关、安装不正确，

一旦遇到极端天气，屋顶有可能被吹落，对周遭居民、车辆造成威

胁。请相关部门予以重视。

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网友 王先生

楼顶违规搭建彩钢板房

读者来信版和人民网“领导留言

板”联合开展“说说烦事难事 提提

意见建议”话题征集，欢迎提供问题

线索或提出意见建议。

邮箱：rmrbdzlx@126.com
传真：（010）65368495

征 集

“打开包装，有种吃亏上当的感觉。”前

不久，湖南省岳阳市读者张女士在超市买

了一袋软糖，拆袋后发现，别看外包装挺

大，里面的软糖却并没有多少。“就那么几

颗糖，分别用小袋子装起，再塞进大包装。

从外面看当然是鼓鼓一大包，可其体积都

是 被 气 体 和 包 装 材 料 撑 起 来 的 。”张 女

士说。

当 前 ，不 少 食 品 开 始 使 用 独 立 小 包

装。初衷是大包装打开后，食品仍可以被

方便地储存和携带。不过，这项设计在部

分商家手中变了味。小商品大包装，简单

商品复杂包装，引起不少消费者质疑：花钱

到底是买商品还是买包装？

北京市读者宋女士也有相似经历。她

在超市购买了一袋蓝莓果酱夹心饼干。“这

个饼干我吃过，之前一打开就是长长的一

排饼干。现在拆开包装袋，里面是塑料盒，

盒子里是小包装，每个小包装里只有两块

饼干。”宋女士说。

线下购物已是如此，网购更是容易“上

当”。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网友杨先生最

近给女朋友网购了几袋冻干榴莲，也受到

过度包装的误导。“商品确实标了重量，但

买时没多想，女朋友发来照片，一小捧果肉

被分装在 9 个方盒子里。”杨先生说，“那包

装鼓鼓的，有烧水壶那么大，谁能想到果肉

只有那么一点？”

适度的商品包装可以保障商品在贮存、

运输中的安全，还可以促进商品销售。但是

片面强调促销功能，就可能导致过度包装。

中国包装联合会副会长韩雪山认为，一些商

家有意借助精美包装提升商品附加值，远远

超出了包装的基本功能。湖南省广告协会

副会长罗洪程表示，从营销角度而言，包装

具有商品价值表述的功能，能够吸引商品的

目标群体。大包装或精包装可以突出商品

价值，但商品本身也应表里一致，不然就可

能让消费者产生“上当”的感觉。

对此，有读者在来信中表示，“过度包

装，不仅不实惠，而且不环保，造成资源浪

费。许多食品包装都是塑料制品，过度包

装会加重垃圾处理工作压力。”

为限制商品过度包装，相关部门陆续

制定出台了多项国家标准，如《限制商品过

度包装通则》明确，应合理简化包装结构及

功能，不宜采用繁琐的形式或复杂的结构，

尽量避免包装层数过多、空隙率过大。市

场监管总局也公布了一批商品过度包装执

法典型案例，涉及食品、保健品以及化妆品

领域，曝光了多款包装空隙率不合格、过度

包装的商品。这些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

效，但过度包装的问题依然存在，还需久久

为功、持续整治。

中秋佳节将至，月饼市场逐步畅旺，过

度包装问题再度引起热议。8 月 15 日，市

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的《限制商品过度包

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国家标准第 1 号修

改单正式实施。修改单提出：粮食及其加

工品、月饼及粽子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三层；

生产组织应采取措施，控制除直接与内装

物接触的包装之外所有包装的成本不超过

产品销售价格的 20%；月饼和粽子的包装

不应使用贵金属和红木材料等。

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这是企业必须

执行的“刚性指南”。有专家表示，借着新

的国家标准，有关部门要加强监督和查处，

尽快为过度包装商品“瘦身”。

罗洪程说，“商家要对市场有正确的认

识，礼品需要包装，但大家更希望日常消费

品一分钱一分货。对于过度包装的商品，

消费者最终会选择‘用脚投票’。”

中国消费者协会建议消费者，尽量购

买和选用资源节约型产品；走亲访友时，自

觉选择简单适度包装的产品。

（张健参与采写）

小商品大包装，不实惠不环保

倡导绿色消费 制止包装浪费
本报记者 沈童睿

近些年，每到中秋节前，月饼过度包装

的问题都会引起关注。不管如何提醒，仍

有个别企业为了吸引眼球，费尽心思打造

奢华包装。有些品牌用红木等贵重材料制

作月饼盒，有些厂家在月饼盒里混装高档

酒水、茶叶等高价值商品，借以抬高月饼价

格。这样的过度包装，助长了攀比之风，还

会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的《限

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国

家标准第 1 号修改单正式实施，对粽子、

月饼的包装层数、禁用包材等作出了明确

要求。最近，走了几家商场、超市，笔者见

到 的 大 部 分 月 饼 采 用 的 是 纸 质 、铁 盒 包

装，许多往年常见到的奢华礼盒，今年已

经不见踪影。可见，明确的新标准正在发

挥效力。

不过，过度包装的问题不是一日之间

形成的，其解决也绝非一日之功。要形成

持久的整治力度和成效，需要举一反三，进

一步细化和完善相关规则，以刚性约束防

范过度包装出现新变种。同时，也要在柔

性引导上多下功夫。既要帮助企业端正经

营理念，少在奢华包装的“面子”上花心思，

多在产品品质上求突破，也要引导广大消

费者培育健康的消费观念，自觉选择适度

包装的产品。让崇尚简约、绿色的消费观

念形成风气，华而不实的过度包装就会渐

渐失去滋生的土壤。

河南漯河市 郑桂灵

治理奢华月饼要多措并举

水果易破损、难保鲜，为了减少储藏、运

输过程中的损耗，厂商会在包装箱中适当填

充冰袋、泡沫、垫纸等材料。不过，有的商家

添加的填充物过多过重，使水果的实际重量

远低于所称毛重，让水果包装“虚胖”。买一

箱十来公斤的芒果，里面的垫纸就占了两三

公斤。增加运输成本不说，让消费者以水果

价格为包装材料付费，显然不合情理。

水果包装“虚胖”，有的确实是生产者

担心水果运输时破损而影响口碑，又缺乏

更有效的包装材料和技术，为了稳妥，对水

果“里三层外三层”包装予以过度保护。有

的却是商家刻意多用包装物、填充物，以增

加毛重谋取更多利润。

因此，解决水果包装“虚胖”，需要从改

进包装技术、完善市场监管两方面着手。

一是要通过改进包装技术、明确相关标准，

减少水果包装量。比如有些地方探索果蔬

的包装保鲜和减损技术措施，制定分级包

装保鲜技术规范，并为基层应用单位提供

产品包装、保鲜技术指导。在不降低保鲜、

防破损等基本功能的情况下，实现包装减

量，这样的做法值得推广。二是建议加强

水果产地、经销地相关部门的协同监管，督

促水果生产者和经销商销售水果时，明确

标示包装、填充物重量和水果净重，诚信经

营，不能误导消费者。

浙江台州市 江德斌

“虚胖”填充物不应卖出水果价

这些年来，外卖行业的快速发展给人

们带来许多便利，但也产生了大量包装废

弃物。尤其是一些商家在包装上花费了太

多心思，加剧了包装废弃物的处理压力。

一些餐饮店过度使用独立包装，明明

一 只 袋 子 就 能 装 下 的 餐 品 ，却 打 包 为 两

份。不少餐饮店“无需餐具”的选项形同虚

设。笔者有自用餐具，每次下单外卖时，总

会勾选“无需餐具”，可常常还会收到附赠

的一次性餐具。还有不少餐饮店甚至在外

卖包装袋中随附赠品。在某甜品店下单几

份布丁，拆开包装一看，每份布丁都用精美

的陶瓷小杯装盛。还有一些店铺在外卖中

附赠了塑料小玩具。

建议相关部门、外卖平台和商家共同

发力，矫正外卖过度包装的风气。外卖商

家应认识到，在提升品牌认知度这方面，包

装或赠品所能起到的作用是很有限的。且

不说赠品未必人人喜爱，消费者点外卖，看

的更多的是餐品本身的口味。从提高餐饮

品质上下功夫才是正道。而且“羊毛出在

羊身上”，过度包装反而会让理性的消费者

反感。此外，建议包装生产企业优化设计，

生产易回收利用的包装物。相关部门应探

索制定相应的标准规范，明确适度包装、过

度包装之间的界限，为监管提供更清晰的

遵循。

安徽淮北市 陈扬清

“花式”包装撑不起外卖好口碑

7 月 11 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版刊登《配电箱占压盲道》，反映

福建省永安市燕江中路 3 座配电箱占压盲道的情况。

近日，笔者再次行经该路段，发现这几处地点的盲道已经调整

路径，绕开配电箱，方便视障人士出行（见下图）。

福建永安市 杨家璋

福建永安市——

盲道已避开配电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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